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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现状，详细阐述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建设对策，包括
回溯建库资源数字化、软硬件设施建设保障化、专业数据库重点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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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军事航空医学随军事航空器的革新和现代医学

的进步逐渐发展，其研究成果为军事航空科学提供

了宝贵资料。互联网时代有价值的军事航空医学知

识被淹没在大量的信息噪音中，难以有效利用，造

成使用效率不高、获取难度大等问题，需要专业人

员对信息进行有效组织［１］。２０１１年美国Ｄａｍｏｓ公司
创建了包括图书、期刊、会议等 ２０余种资料类型
的美国空军飞行员训练选拔专题数据库［２］。目前我

国科学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较快，军队以特色

专业学科为主的图书馆建设逐渐向数字图书馆方向

转型和创新发展。军事航空医学专业图书馆特色信

息资源涉及航空临床医学、航空生理学、航空心理

学、航空卫生保健、航空营养、航空卫生专用装备

等领域，此类图书馆主要职能是为飞行人员提供医

疗、鉴定、科研、训练４位一体的医学信息保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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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核心战斗力提升和作战训练提供卫勤保障和

科研医疗的信息支撑。因此应充分借助数字网络技

术提高军事航空医学专业图书馆信息服务有效性，

构建完善的数字图书馆网络信息服务体系［３］，建设

新时代所需要的新型图书馆。

２　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现状

２１　书刊资源需进一步数字化

专业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是数字图书馆信息设施

的核心，是衡量图书馆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基本尺

度，而将纸质书刊数字化是数字图书馆自动化建设

中基础而关键的一环。目前以临床医学为主，涵盖

医学全部分支学科书刊，已采用数字图书馆 ＸＰ管

理系统初步实现数字化、自动化管理。部分纸质信

息资源以军事航空医学、航空航天医学工程为主，

未完全实现数字化和纳入自动化管理体系。

２２　软硬件设施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电子阅览室管理软硬件完善。电子阅览室

是数字图书馆必不可少的数字资源利用场所，也是

数字图书馆的基础之一［４］。应引进电子阅览室管理

系统软件，加强硬件建设，提高电子阅览室数字资

源利用率，增强网络安全保密性，以满足军事航空

医学医教研人员获取数字资源的需求。二是门禁一

卡通升级。门禁一卡通读者服务管理系统是图书馆

的门户和窗口，可对图书馆和电子阅览室读者进行

管理。门禁管理系统是军事航空医学数字图书馆的

基本设施之一，也是读者管理自动化的门户。

２３　特色数据库需要进行全专业覆盖

数据库资源建设和利用是数字图书馆的核心。

在推进数字资源建设过程中要突出本行业、专业特

色并基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献构建专业特色数据

库，同时购买必要的权威商业数据库，以实现数据

库资源多元化、网络化［５］。目前本馆有临床医学中

外文全文及文摘期刊数据库１３个及自建数据库 ２

个，仍需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科研用户需求的航空

航天相关特色数据库。

２４　数字图书馆需要进一步拓展

数字图书馆门户是面向数字图书馆读者的统一

服务窗口，可以通过内容聚合，以及统一有效地集

成图书馆内外各种资源、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信息内容和服务［６］。门户平台的系统构建流程

和功能模块，为数字图书馆提供了一组门户服务网

站构建工具，可以方便、快捷地基于局域网和互联

网构建开放式、分布式、跨平台、个性化的门户网

站，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站式、个性化服务［７］。构建

数字图书馆门户是军事航空医学专业图书馆的最终

目标，目前可根据军事航空医学和航空医学工程需

求进行开发。

３　建设对策

３１　概述

目前在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

中，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及有效整合是基础，专业数

据库建设是重点，图书馆自动化软硬件设备是支

撑，在此基础上建立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

门户是开发者和用户的最终目标，即将分散的信息

资源进行重组，将所有纸质图书期刊资源数字化。

要重点开发特色专业中外文全文及文摘数据库的文

献检索服务，引进国内外航空航天专业数据库、军

事数据库、军事标准数据库。扩大电子阅览室规

模，加强对电子阅览室的自动化管理。要在保持军

事航空医学情报服务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他

情报业务。实现门禁一卡通读者管理规范化。整合

主办期刊网站，梳理发布专业信息，展示医疗、教

学、训练、党建等音视频多媒体，引进、升级数字

图书馆应用软件和硬件设备，实现各类信息资源的

聚合和发布，为医疗、教学、科研服务。

３２　回溯建库资源数字化

回溯建库工作量较大，是图书馆书刊资源数字

化、实现计算机管理需解决的难题。可升级数字图

书馆管理系统ＸＰ至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 ＮＥＴ网络

版，利用ＮＥＴ版免费赠送的中国机读目录ＭＡＣ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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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功能，从网上赠送源数据库中获取所需数据，实

现直接点击入库，可解决书目数据代加工、查找数

据难等问题，避免手工著录错误并减少繁琐的人工

编辑过程，较好地解决纸质书刊数字化问题，加快

书刊资源数字化，快速实现资源整合和利用，进而

借助拟开发的航空医学数字图书馆门户实现馆藏书

刊的检索、利用和发布。

３３　软硬件设施建设

３３１　电子阅览室建设　电子阅览室的主要功能

有：一是读者利用互联网账号检索专业资源；二是

作为中心局域网办公系统、文献资源服务系统及公

共资源利用场所，承担各项业务工作的上传和下达

任务。局域网实时发布医疗护理、药品、院务、科

研教学、对外宣传、卫生经济、综合质量简报、政

工、部队服务等信息。三是防止局域网被攻击及泄

密，电子阅览室成为现有数字图书馆中英文检索唯

一下载终端。四是电子阅览室是实习生、进修生、

研究生、规培生文献检索培训、答疑、带教场所。

应建立高质量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馆，完善

管理软件，满足读者需求。

３３２　读者服务管理规范化　升级门禁一卡通，

该服务是图书馆的门户和窗口，可对图书馆和电子

阅览室读者进行规范化管理。其作用包括：一是为

读者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使入馆签到、借还

书、续借、预约等一站式服务有序开展。二是有利

于阅览安全、更好地进行读者管理，提高读者阅览

的便捷性，准确地了解读者需求、喜好、利用图书

馆频率，为书刊征订工作提供依据。三是门禁一卡

通系统还可以对电子阅览室进行签到、检索、定时

和安全管理。

３４　重点建设专业数据库

专业数字图书馆的重要任务是进行数字化资源

建设，通过专业文献数据库的集团采购和建立自有

特色数据库，构建独特的数字资源体系，以实现专

业图书馆特色服务［８］。如本馆现有中外文镜像数据

库１３个，自建数据库２个，涵盖大部分医学信息和

部分航空医学信息，基本满足医护人员相关工作需

求。研究人员信息需求重点在航空医学工程领域，

专业图书馆要全面体现专业特点和专业人员需求，

在原有临床医学数据库基础上引进国内外高质量航

空医学专业全文数据库，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科技

报告ＮＡＳＡ数据库、世界专利文摘数据库、航空航

天数据库等。增加军事科学院图书馆授权账号，共

享使用该馆数字资源，加强航空航天医学、军事医

学相关特色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电子图书数据库

建设。

３５　专业数字图书馆门户现代化

３５１　概述　构建军事航空医学专业数字图书

馆，建立专业数字化图书馆集成门户网站系统，即

在传统业务如采购、分类、编目、流通外，拓展其

他数字图书馆功能，实现信息资源集成和统一发

布，以及专业数字图书馆各类资源一站式利用［９］。

可通过构建书刊信息、文献检索等功能模块实现。

３５２　书刊信息模块　此功能模块完整、界面友

好、功能参数设置灵活，可以实时进行网上书刊续

借、预约、催还及推荐采购等，也可通过邮件给读

者发送预约信息。经由书商信息网络系统接口实现

书目数据的直接下载以及电子订单发送，提高文献

使用率。

３５３　文献检索模块　支持跨数据库检索多种异

构资源，通过统一检索平台一次检索所有数据库资

源。（１）现有资源。镜像医学中外文光盘数据库、

自建医学核心期刊外文全文数据库、自建航空医学

检索平台、中外文电子图书、中外文电子期刊。

（２）拟引进的航空航天医学数据库、军事医学数据

库、军事标准数据库、世界专利数据库。（３）账号

登录检索军事科学院数字图书馆１６０余种中外文数

据库资源。（４）互联网开放资源获取导航。包括国

防信息、科技报告、会议文献、专利文献、标准文

献、学位论文及其他常见资源获取。

３５４　情报服务模块　 （１）医药卫生科技查新。

通过信息技术手段提高科技查新工作效率和质量，拓

展科技查新工作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具体模块包括

查新委托受理、查新档案管理、查新质量监管、在线

交流等。（２）期刊采编平台。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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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提高稿件学术质量、加快出版速度，实现编审

流程个性化。（３）多媒体模块。包括教学展示、形
象宣传等内容，如重大任务专题片、手术视频教学

片、护理示范教学片、飞行员训练教学片等。

４　结语

网络时代专业医学图书馆面临机遇和挑战，需

要顺应时代要求转型，借助成熟的互联网及移动信

息技术完成系统管理数字化服务升级，实现内涵式

发展，才能更好地服务读者［１０］。数字图书馆建设是

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也是营造阅读氛围、提高读

者信息素养的重要机构［１１－１２］。军事航空医学数字

图书馆建设不仅有助于提高航空医学教学科研实

力，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航空医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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