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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的优势和可行性，阐述国内外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实践情况，提出
相关建议，包括建设特色信息资源、精准划分服务对象、创新服务形式等。

〔关键词〕　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１０９０１５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ｏｆ

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ｉｖｉｄ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ｆｏｒｍｓ，ｅｔ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２４

〔作者简介〕　张海燕，硕士，馆员，发表论文６篇。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９年广东省图书馆科研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

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研究” （项目编号：

ＧＤＴＫ１９１７）；２０１９年广东省图书文化信息协会

课题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

研究”（项目编号：ＧＤＴＷＫＴ２０１９－１０）。

１　引言

健康信息即有关居民生理、心理和健康能力培养

的信息，由医学研究转化而来，包括诊断与治疗、预

防保健、健康护理信息和信息服务评价等。健康信息

服务以计算机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大众传媒等手段

为基础，通过处理、整合、开发、扩散和应用健康信

息资源满足个人、群体及机构健康信息服务需求。当

前健康信息媒介呈现多样化趋势，用户通过新媒体等

线上媒介以及广播和电视健康频道、健康类视频光盘、

健康类图书报纸、健康教育课程等线下媒介获取健康

信息［１］。目前我国在线医疗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形成

一批有影响力的在线健康平台，如寻医问药、好大夫

在线等，为用户提供各类健康信息咨询服务。然而在

线健康平台信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其海量健康信息

缺乏筛选，无法充分满足用户对优质健康信息服务的

需求［２］。在线健康信息服务平台应用是一种互联网搜

索行为，需要设备、搜索技巧和信息甄别能力支撑，

不适用于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群。

２　图书馆是健康信息服务的主导力量

２１　优势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 “信息是通往健康的必经之

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将公共

图书馆定义为当地信息中心。图书馆经过长期馆藏

建设，拥有包括健康类信息资源在内的各学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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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利于健康信息知识推广。图书馆具有空间

优势，有利于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传播活动等。

２２　可行性分析

图书馆的公益性决定其需要广泛服务社会群体。

用户更相信图书馆提供健康信息资源的权威性，倾向

于参与图书馆开展的健康活动。图书馆可充分使用健

康信息资源，针对所在地不同人群开展不同形式的健

康干预。图书馆具备较丰富信息服务经验积累、阅读

推广和空间改造实践基础，为健康信息服务创造了有

利条件，可以履行健康信息服务职能。

３　国内外图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实践

３１　国外

３１１　日本　日本图书馆在健康信息精准服务方

面表现较为突出，例如日本致道图书馆实施 “身体

馆癌症信息”项目，提供与癌症和健康相关的杂

志、宣传册、治疗方针、说明书等信息资源，同时

设置馆员为大众提供信息查找服务，举办学习会、

患者沙龙等活动，旨在建立医院以外的中立医疗信

息支援机构，帮助患者和家属进行健康相关决策，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３］。

３１２　澳大利亚　西方发达国家大都设有专门的

健康科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健康图书馆较重视生理健

康相关问题，曾经发布 《２０１２年生死问题的报告》。

有近８０％的受访读者表示健康图书馆改变其想法并

使其得到更好的诊断或治疗。有研究指出健康图书

馆为国民健康服务的投资可获得９倍回报［４］。

３１３　英国　 《英国 ＮＨＳ图书馆质量评估标准》

是英国官方健康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评估标准，规

定政策、经费、员工、服务设施、图书馆信息服务

等４８项健康信息服务质量标准，将图书馆健康信

息服务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日程［５］。

３１４　美国　美国图书馆自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起开

始提供健康信息服务，涵盖公共图书馆、医院图书

馆、学术健康科学图书馆和医学图书馆等。美国图

书馆健康信息服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健康信息资

源建设起点较高。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

的生物医学图书馆，建设了公益性健康信息服务平台

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ｌｕｓ，在平台中设置健康主题、药品与补品、

健康视频与工具、医学百科全书、健康新闻等栏目向

大众普及健康信息知识［６］。二是服务对象范围较广，

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如斯塔夫特图书馆为无家可归的

人、精神疾病患者、新移民、儿童和遭受创伤家庭等

弱势群体提供支持［７］。三是开展健康信息咨询，设置

医学图书馆员、健康信息馆员等健康信息服务人员岗

位［８］并制定系统培训计划。四是服务形式多样，内容

涉及网络健康信息资源使用、信息素养培训以及健康

主题阅读推广等，部分图书馆在馆内提供健康检查和

健康活动场所，进行血压筛查、流感疫苗接种、健身

班和健康主题讲座等活动［９］。

３２　国内粤港澳大湾区

３２１　概述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

沿，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粤港澳

大湾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特别在

制度创新、服务模式等方面发展较快。中医药是较

受关注的健康信息内容，以 “中医”为检索词分别

在深圳、东莞、惠州、广州、佛山、肇庆、珠海、

中山、江门９个城市图书馆网页进行搜索，发现在
健康信息资源建设方面，东莞图书馆表现较为突

出，有中医类视频、图书、期刊资源８万多条［１０］。

在线下活动方面，广州地区图书馆健康讲座类活动

较多，与广州各类医疗资源较为丰富有关。

３２２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特点

是内容丰富、与阅读推广相结合、特别关注老年群

体。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２０１９年继续教育讲座中

安排了老年读者养生保健资讯服务，在 “中图讲座”

活动中邀请省内名医开展健康系列讲座，在 “健康

有约”栏目中定期开展系列健康讲座和义诊［１１］。

３２３　广州市图书馆　健康信息服务形式多样，

特别重视儿童群体。广州市图书馆自 ２００７年推出

“健康小知识”栏目以来，已连续１０余年为公众提

供健康信息服务。近年来广州市图书馆围绕健康类

馆藏资源建设、健康咨询宣传、健康类主题活动等

方面开展健康信息服务工作［１２］。

３２４　澳门公共图书馆　其特别关注老年群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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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需求，网站设有专门面向老年人的 “长者版”入

口，其中 “好书推介”栏目以医疗保健类为主，“生

活资讯”版块包含康复服务和长者保健等图文信息。

３２５　牙科图书馆　除公共图书馆外粤港澳大湾

区高校图书馆也参与健康信息服务。牙科图书馆是

香港大学图书馆分馆，成立于 １９８１年。牙科图书

馆是为香港大学牙科学院学生及教职员提供学习及

研究设施的图书馆。旨在支持学院 “成为亚洲领先

的牙科学院”并满足个人在口腔保健服务教学、学

习和研究方面的信息需求［１３］。

３２６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其网页设有 “健康

信息素养教育”版块，提供中国公众健康网和Ｍｅｄ

ｌｉｎｅＰｌｕｓ链接，以及传染病、急救、家庭用药、营

养、运动等健康知识内容［１４］。

４　建议

４１　建设特色信息资源

注重健康信息服务地域化特色，例如粤港澳大湾

区图书馆可以优先关注岭南地区常见病和多发病，如

地中海贫血、鼻咽癌、痛风、Ｇ６ＰＤ缺乏症等。一方

面，地域性疾病介绍有利于图书馆特色信息资源构

建；另一方面，此类内容是本地居民关心问题，其

主动参与性更强。此外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列举了１５项重大行动和１００多项评价指

标，图书馆健康信息资源内容可以参考选取。

４２　精准划分服务对象

影响公众健康信息获取的可能因素包括地域、

城乡、文化差异等。我国城乡居民间健康素养差异

具有显著性［１５］。图书馆作为大众最常接触的信息传

播场所，要面向不同人群开发健康信息资源、普及

健康信息教育，延伸图书馆社会功能属性，有效缩

小城乡、地域之间健康素养水平差距，促进社会公

平。图书馆要注重服务对象群体划分，提前对服务

对象进行调研，特别要加强对妇女、儿童、老年人

等弱势群体的重点服务。还可以提供场地、空间给

某些特殊群体开展活动，如抗癌小组等，使其优先

享有健康讲座、咨询和文献信息等服务。

４３　创新服务形式

每年各类健康节日数量超过 ５０个，图书馆可
以结合健康节日开展读者健康信息服务，如围绕

“世界睡眠日”“世界防治糖尿病日”引导读者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关注健康话题、关爱自身健康。开

设专家讲座的同时增设宣传栏、图书推荐、知识竞

赛等多种学习和宣传形式，开展全方位、多媒体的

融合推广，以提升服务效果。

４４　区域图书馆联盟合作

国内图书馆在经费预算、硬件设施、健康馆藏

资源以及人员配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图书馆之

间可以开展健康信息服务领域的馆际互助。在已有

的粤港澳大湾区图书馆联盟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健

康信息服务合作与实践。图书馆联盟可以通过信息

共建实现居民对区域优质医疗资源、健康生活资讯

的共享和共用。联盟还能够协调图书馆界与社会力

量，统筹制定各类健康信息素养促进方案与政策，

使社会各方面优势得到全方位发挥。

５　结语

在 “健康中国”背景下，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提

高需要全社会参与，图书馆应结合自身资源和服务优

势成为 “健康中国”行动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图

书馆要发展健康信息服务，必须要在资源建设、群体

划分、形式创新、联盟合作等方面着力加强。在公众

健康信息服务过程中医学图书馆是提供准确、优质健

康信息的可靠来源之一，而公共图书馆是提升公众学

习能力和获取信息的最佳场所。图书馆可发挥整体健

康信息服务优势，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不同形式的健康

干预。各类型图书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图书馆

互助或联盟的形式共同促进公众健康信息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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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２０３０－２０３６．

８　谈大军美国公共图书馆健康信息馆员角色探究 ［Ｊ］．

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８，３８（１２）：１６８－１７５．
９　贺华 美国图书馆提供健康信息服务的实践与启示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８，３７（２２）：７０－７６．

１０　东莞图书馆．中医图书搜索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１－
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ｄｇｌｉｂｃｎ／．

１１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最新公告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ｚｓｌｉｂｃｏｍｃｎ／．

１２　潘飞公共图书馆开展健康信息服务探析———以广州图
书馆为例 ［Ｊ］．河北科技图苑，２０１９，３２（５）：５３－５６．

１３　香港大学图书馆．ＨＫＵＬ：牙科图书馆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ｓ：／／ｌｉｂｈｋｕｈｋ／．

１４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健康信息素养教育 ［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１１－３０］．ｈｔｔｐ：／／ｌｉｂｓｍｕｅｄｕｃｎ／．

１５　宋士杰，赵宇翔，朱庆华健康信息获取渠道对健康素
养培育的影响———基于城乡异质性视角 ［Ｊ］．图书与
情报，２０１８，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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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
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２１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

反映学科研究动态，展示学科研究与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２１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学信息学研究

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党领导下的医学信息事业发展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２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研
究及其方法、指标、工具创新研究；３医学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临床应用及挑战；４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预警与网
络舆情分析；５真实世界数据研究方法、案例及其对医疗卫生决策的助推作用；６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信息学、基因
组学理论研究及实践；７公众健康信息素养培养及健康促进。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互联网＋医疗健康”关键支撑技术研究与应用；２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方案；３与传
统医疗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业态分析；４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及相关标准建设与落地；
５医疗卫生信息化相关法律法规与伦理建设。
三、医学信息技术

１智慧医疗健康及其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创新；２医用机器人系统研发、模型设计及典型案例；３精准医学与个性
化健康管理研究与应用；４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在医疗健康领域的综合运用；５健康云平台功能、技术、系统
架构及基础设施构建；６５Ｇ医疗技术应用及实践；７临床医疗可视化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医学应用；８网络安全体系建设
与隐私保护。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理念创新与转型发展；２智慧医学图书馆建设管理及智慧馆员培养；３人工智
能技术及新型媒体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４开放科学与机器智能环境下学术信息服务范式变革；５全媒体时代医疗卫
生信息资源整合及共建共享。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改革与实践创新；２医工结合背
景下医学信息学专业设置及复合型人才培养；３医疗信息教育培训平台及在线课程研发与建设；４基于互联网的健康科
普知识精准教育；５中外医学信息学教育及人才培养比较研究。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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