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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有模式，分析医学图书馆基于社交网络服务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构建包含服务主体、对象、内容、渠道４个关键要素的基于社交网络服务的医学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模式，以期为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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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公众对健康信

息需求不断增强，《２０１８年度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
索行为报告》显示 “健康与医疗”占全年搜索份额

的６６８３％［１］。医学图书馆作为开展社会教育和服

务的公益性机构，拥有高质量的健康信息资源、专

业的信息服务人才、成熟的现代化技术和良好的社

会号召力，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具有独特优势。然而

我国医学图书馆对健康信息服务的意识不够强，公

众鲜少知晓利用医学图书馆获取健康信息，医学图

书馆亟待形成常态化和规模化健康信息服务模式。

健康信息服务离不开服务平台，社交网络服务 （Ｓｏ
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ＳＮＳ）作为一种新型线上媒
体平台，具有公开、互动、社群化等特点，改变了

传统一对多的信息服务模式，使公众更加便利、低

成本地获取所需信息。本文基于 ＳＮＳ平台构建医学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以期为医学图书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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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

２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有模式

２１　概述

医学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由来已久，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美国创建全美医学图书馆联盟，旨在使

公众更方便地获取健康信息［２］。在我国该项服务起

步相对较晚，大多是在公共图书馆开展，医学图书

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医学图

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主要分为４种：资源提供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课程培训服务、健康疗愈服

务，见表１。

表１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现有模式

服务模式 服务方式 案例 特点

资源提供服务模式 原创科普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消费者健康信息网站［３］；中国公众健康网 可实现资源共享，适用于规模较大的医学图

书馆

资源整合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数据库；俄亥俄州立大

学图书馆健康信息网站整合

信息咨询服务模式 信息咨询 范德堡大学生物医学图书馆患者信息咨询服务［４］ 提供个性化健康信息服务，适用于科研型医

学图书馆

课程培训服务模式 教育课程 梅奥公众健康图书馆＂提升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教育

课程

深化医学图书馆健康教育职能，提高公众健

康信息素养

讲座培训 美国华盛顿大学纳德贝克尔医学图书馆消除癌症不公

平培训服务；海南医学院图书馆流动服务站［５］

健康疗愈服务模式 阅读疗法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医院图书馆阅读疗法；泰山医学院

阅读疗法

直接干预公众健康状况，对馆员知识结构和

医学素养要求较高

２２　资源提供

指医学图书馆直接向公众提供健康信息资源，

包括原创科普和资源整合两种典型服务方式，前者

是指医学图书馆独立或联合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通过创立原创性质的网站、ＡＰＰ或小程序等方

式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后者是指医学图书馆

独立或联合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通过整合书目、

数据库或网络资源为公众提供健康信息服务。该服

务模式可以面向公众直接提供权威、最新的健康信

息资源，实现健康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适用于资

源丰富、人力财力充足、规模较大的医学图书馆。

２３　信息咨询服务

医学图书馆以公众健康信息需求为导向，以其

专业知识、经验技能和科学方法为依托，为公众客

观地提供可选择的方案，帮助公众直接解决其健康

问题的一种知识型服务模式。该服务模式可向公众

直接提供个性化、实用性、知识型的健康信息服

务，是根据公众个性化需求形成的高价值信息服

务。但是对健康馆员专业性要求较高，适用于专业

性强的科研型医学图书馆。

２４　课程培训服务

指医学图书馆根据公众需求，通过整合优化本

馆和外界资源，开设系列健康课程或培训活动的服

务模式。该服务模式深化了医学图书馆社会教育和

健康指导的功能，对提高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指导

公众自主决策提供有效途径。

２５　阅读疗愈服务

指医学图书馆以本馆文献资源为依托，通过选

择文献和指导阅读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保健、养护身

心、辅助治疗疾病等服务［６］。该服务模式通过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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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状况的直接干预，维护公众健康，能充分发

挥医学图书馆专业优势，是提高图书馆健康服务能

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图书馆员知识

结构和医学素养要求较高，主要适用于医院和医学

院校图书馆。

３　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必
要性和可行性

３１　必要性

现有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多以图书馆

资源为中心，大多采用点对点或点对面的传统服务

方式，缺乏信息交流和共享。ＳＮＳ则以用户为中心，
注重交流性、共享性和互动性，其简单的多媒体形

式表达为公众主动提出需求提供了便利，使公众与

医学图书馆的交流和互动更加顺畅；匿名性打消了

公众对于个人隐私的顾虑，能够更准确、客观地描

述自身健康问题；低准入门槛，打破服务主体和对

象间的时空距离，保证所有公众都能方便、及时、

高效地获取、分享和传播权威健康信息。

３２　可行性

从图书馆角度考虑，国外图书馆普遍将 ＳＮＳ应
用在各项服务中并取得良好效果，为医学图书馆利

用ＳＮＳ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提供宝贵经验；从用户角
度考虑，ＳＮＳ已经成为亿万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

道，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为医学图书馆提供健康信

息服务提供基础条件；从技术角度考虑，ＳＮＳ平台
准入门槛普遍较低且大部分都提供开源软件，通过

深入合作可构建完善的基础设施应用；从效用角度

考虑，ＳＮＳ对用户与医学图书馆、用户与用户之间
的沟通起到有效正向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在

价值。

４　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要素

４１　服务主体

传统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中，医学

图书馆是唯一服务主体，医学图书馆依托馆内健康

信息资源和馆员经验、知识和技能为用户提供服

务，服务对象被动地接受健康信息，而基于 ＳＮＳ的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能够使外部专业力量

以及服务对象更多地参与其中，见表２。医学图书
馆作为服务核心主体，是健康信息服务的首要输出

方，可发挥健康信息资源提供、健康信息素养教

育、健康信息咨询服务、平台信息发布监管等作

用［７］；外部专业力量包括各类健康信息服务专业机

构和个人，作为服务的重要补充，可积极探索与医

学图书馆良性合作服务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服

务对象作为服务的能动主体，可充分利用 ＳＮＳ交流
分享功能，参与到健康信息服务中，从而提升健康

信息服务质量和效率。

表２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主体

服务主体类型 角色 职能

医学图书馆 核心输出 健康信息提供、整合、评价；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健康信息咨询；信息发布及用户互动信息监管等

外部专业力量 重要补充 健康信息提供；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及咨询；服务平台提供等

服务对象 能动主体 健康信息内容生成、分享、交流、反馈等

４２　服务对象

医学图书馆通过ＳＮＳ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对象
分为显在及潜在 ＳＮＳ用户，见表３。显在对象是指
现有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用户，是医学图书

馆扩大服务范围的基石，对服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大影响；潜在用户指还没有接触医学图书馆健康信

息服务但有健康信息需求的全部用户，是医学图书

馆扩大健康信息服务范围的重点挖掘对象。发展潜

在和稳定显在对象对于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发

展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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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对象

服务对象类型 接收服务的方式 特点

显在对象 获取医学图书馆直接提

供的健康信息

健康信息的接受者及

传播分享者

潜在对象 获取其他 ＳＮＳ用户分享

的健康信息

可转换为显在用户

４３　服务内容

公众对于健康信息的需求主要包括４个方面，
这４个方面相应构成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４个
类型［８］，见表４。ＳＮＳ开放性使对同一健康信息感
兴趣的公众能迅速获取特定问题的全部信息；ＳＮＳ
多媒体性使医学图书馆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方

式将枯燥且专业的医学健康信息通俗易懂地展现给

公众；ＳＮＳ互动性使医学图书馆可快速获取公众对
健康信息内容的需求，根据不同需求个性化推送专

题健康信息；ＳＮＳ可获取性使公众可利用碎片化时
间获取、传播、共享健康信息内容，避免因时间问

题而导致的信息共享受阻。

表４　健康信息服务内容分类

类型 内容

可靠信息获取 饮食营养、运动保健、心理健康等与健康相关

的信息获取

行为决策参考 用户在进行健康状况干预行为前，所需要的专

业性健康信息服务参考

健康素养教育 健康信息查找、获取、判断和评估等能力培训

卫生事件追踪 公共卫生事件中最新、最准确的报道、报告、

评估、培训、预防和治疗等信息追踪

４４　服务渠道

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渠道包含可利用的所有

ＳＮＳ平台，大体可分为４类：即时交流平台、话题讨
论平台、直播互动平台、在线咨询平台，见表５。提
供健康知识推送、书籍／网站／专业数据库等推荐、
参考咨询、合作问答、健康知识讲座和培训、互助

小组讨论等多种健康信息服务方式。不同类型 ＳＮＳ
平台，功能和特点均不相同，医学图书馆可根据提

供健康信息服务特点选择一种或多种 ＳＮＳ平台进行
服务。

表５　ＳＮＳ健康信息服务方式

渠道分类 服务方式 举例

即时交流平台 参考咨询、健康知识推送、通知公告、书籍／网站／专业数据库等推荐 微信、ＱＱ、微博

话题讨论平台 通知公告、互助小组讨论、书籍／网站／专业数据库等推荐 贴吧、豆瓣、知乎

直播互动平台 通知公告、健康知识讲座和培训、书籍／网站／专业数据库等推荐 医狮直播、医学Ｖ直播

在线咨询平台 参考咨询、健康知识推送、通知公告、合作问答、书籍／网站／专业数据库等推荐 丁香医生、微医

５　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
式构建

　　综合考虑以上４个要素及其在 ＳＮＳ中的特点，
构建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服务模式，见图１。
该模式保证了服务主体与服务对象间信息的顺畅交

换，实现服务定制化和精准性，满足公众个性化健

康信息需求。ＳＮＳ作为医学图书馆和用户之间的连
接桥梁，可以将从用户群体中挖掘的健康信息需求

反馈给医学图书馆，同时将医学图书馆提供的健康

信息资源和服务提供给用户，实现医学图书馆和用

户之间的信息匹配和实时交流。同时有相同需求的

用户之间可通过ＳＮＳ实现匹配，不断交换和共享健
康信息，实现实时互动，迅速获取特定问题的全部

信息。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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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

６　结语

ＳＮＳ用户量大，发展空间大，且能够满足公众普
遍化和个性化需求，但是在政策和资金支持、资源质

量、规范体系、用户群体信息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障

碍。因此基于ＳＮＳ的医学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模式
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医学图书馆及主管部门的重

视，通过树立健康的 ＳＮＳ服务观念，加强健康信息
资源整合、管理健康信息交流和传播、监督健康信息

服务质量，使医学图书馆借助 ＳＮＳ更好地为社会和
公众服务，取得更加广泛和深度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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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医学信息学杂志》启用
“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启事

　　为了提高编辑部对于学术不端文献的辨别能力，端正学风，维护作者权益，《医学信息学杂志》已正式启用 “科技期刊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对来稿进行逐篇检查。该系统以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为全文比对数据库，可检测抄袭与剽

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文献。如查出作者所投稿件存在上述学术不端行为，本刊将立即做退稿处理

并予以警告。希望广大作者在论文撰写中保持严谨、谨慎、端正的态度，自觉抵制任何有损学术声誉的行为。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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