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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图书馆实践经验，从优质内容策划、学科最新信息精准推送以及微信公
众号推广３方面详细阐述基于微信平台的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改进路径，提出建议，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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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迭代，网络媒体、移动

媒体、新媒体的广泛普及，知识信息数量呈指数增

长趋势，在此背景下读者获取知识、信息渠道更加

多元化，图书馆服务模式逐渐发生变化［１－２］。图书

馆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之一，亟需借助网络快

速完成线下到线上服务形式的变革［３－６］。医院图书

馆是医院信息数据资源重要集散地，应借助新媒体

平台改进自身服务方式和内容，提供具有时效性、

专业性、精准化的信息服务［２，７－９］。为保障信息服

务畅通，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图书馆高效运用微

信公众平台，结合新媒体运营宣传推广模式，在保

持线下服务基础上不断优化线上服务。本文结合该

馆服务改进实践，探讨如何基于网络和新媒体渠道

更好地满足用户信息需求，以期为中小医院图书馆

建立新型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２　基于微信平台的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改
进实践

２１　深度解读用户需求，策划优质内容栏目

医院图书馆服务对象是内部相关人员 （包括行

政人员、医护／医技工作者、带教医学生等），提供
医学不同分支的信息知识等。作为向医院提供决

策、管理、科研、临床以及教学相关文献、数据的

核心机构，医院图书馆服务要求和内容都具有较强

针对性和特殊性［１０－１２］。相较其他学科领域，医学

领域知识更迭速度更快，医院图书馆必须紧跟医院

学科建设发展，满足用户需求。本馆依托前期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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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推送内容及学科服务发展基础，对微信公众号

用户进行画像描写，基于阅读数据反馈和用户偏好

等信息，在原有外文期刊翻译、数据库试用、讲座

通知及微信选书等栏目基础上，对微信公众号栏目

和内容进行重新规划与改进，见图１。如针对医学
生较为关注的论文查重，设计查重业务介绍及相关

重点指标解读专栏；针对临床医生较为关心的疾病

诊治路径等信息提供循证医学资源等应用介绍专

栏；针对科研工作者在项目验收时所需的引证报告

业务进行详细解读与业务介绍等。通过甄选不同层

次读者用户需求，落实到可行且易于操作的解决方

法，将用户需求与信息服务紧密挂钩并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实现信息服务全面传播推广，提升各层

次用户关注度，逐步打造医院图书馆服务口碑，为

进一步实现医院图书馆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图１　改进后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规划

２２　把握重点学科动态，传递最新医学信息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一所以神经科学和老

年医学为重点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其对于神经学

领域发展变化较为关注。为进一步提供有力的信息

支撑，在综合考量用户群体对神经学科信息服务需

求量的基础上，实施特色信息服务，整理每期神经

领域优质期刊报道以及其他综合性权威期刊中神经

学研究等资讯，经论文筛选 －人工编译 －美编处理
等过程后通过微信平台将每日热点资讯进行深度整

合，形成神经学科领域的 “一周快报资讯”简报模

块。该服务形式既能满足临床医务工作者对于最新

学科信息的需求，又真正实现知识信息有效交流，

同时还增强馆员服务能力与信息敏感度，实施至今

受到读者用户好评。此外注重收集其他渠道的热点

信息，如对权威公众号中编译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

及链接进行汇总等。

２３　优化平台视觉内容，提升推广传播效果

２３１　概述　互联网时代，图书馆服务方式已经

从被动转向主动［１３］。然而医院图书馆普遍存在内容

单一、阅读性差、排版混乱、缺乏互动、宣传力度

不足等问题。调查研究显示，除内容质量方面，推

文排版、时间、标题趣味性以及内容可读性等因素

影响用户体验［１４－１５］。针对上述问题，本馆馆员结

合互联网新媒体推广经验，从视觉规划、内容创

意、社群互动等方面提升微信服务水平［１６－１８］，优

化推文阅读效果，提高微信内容阅读量，扩大图书

馆影响力。

２３２　统一视觉效果　设立固定二维码格式、行

间距、字号、分割线等，在改善读者阅读舒适性的同

时加强读者对本馆公众号的记忆，建立品牌效应。

２３３　精准内容规划　设计 “一周快报”“图书

馆能干什么”“文献那些事儿”等版块，既形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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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内容特色也符合读者阅读习惯，同时为读者进

行内容检索提供便利。

２３４　提升标题趣味性和内容可读性　使用

“用微信公众号就能下文献，神了！”“明明是自

己写的论文，重复率却很高———科学 ‘降重’了

解一下”“参考文献一改就乱，咋整！”等较活泼

的标题，从读者关心的热点问题切入，将日常网

络热点话题、流行语等与科普内容结合，抓住读

者兴趣点，形成别具风格的医学图书馆经验分享

模式，在兼具学术严谨性的同时更加贴近读者人

群，增加与读者互动。

２３５　固定时间推送　考虑医院工作人员工作时

间、内容类别等因素，在推文内容策划过程中将不

同内容分派给各馆员，根据用户阅读习惯和时间

（如在下班通勤时间）固定推文频率、推送时间节

点，实现定期持续更新，以充分保持读者用户黏

性，提升用户阅读体验以及推文传播效果。

３　启示

３１　建立专业运营团队，实现微信服务可持续发展

微信公众号运营是一项繁杂且专业的工作，整

个工作流程涉及方案策划、内容采编、排版设计以

及后续推广运营。相较于其他类型图书馆，医院图

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团队在专业性之余，更要求机

动性，专职运营人员负责方案制定与人员培训，传

统馆员兼职内容采编，图书馆全员负责推文信息分

发与推广，基于团队协作，激发服务潜力。发挥图

书馆员专业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培养推广运营

思维，打造一支机动性强的运营团队，从根本上解

决医院微信公众号功能开发不足、服务不稳定、内

容单一等问题，有助于实现图书馆微信服务高质量

发展，提升品牌形象。

３２　保持信息敏感度，保障优质内容稳定输出

微信公众号运营人员应充分挖掘主流读者群

体需求，以需求为导向调整推送内容、进行新栏

目策划；快速获取权威信息，及时、准确完成相

关信息知识更新。对医院重点学科进行定期随访，

了解其科研动态，及时补充相关知识信息，做好

医学信息助手。此外微信公众号内容策划与推送

应依托于整体规划，但不完全受限于计划，根据

读者需求或领域热点，及时调整更新，灵活运用

微信运营思想，时刻保证推送内容及时、有用、

有趣，提高读者黏性。

３３　拓展信息推广渠道，提升优质内容传播效果

医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受众主要为医务工作

人员以及医学生，其推文内容更容易精准触达用

户。这些用户广泛存在于医院各类微信群、图书

馆读者服务群、科室群，以及图书馆员微信朋友

圈。在微信公众号内容推广过程中图书馆员应积

极主动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提炼推文核心内容

形成转发标准模板，及时、快速将优质内容发布

到上述渠道。同时根据各社区用户对推文内容的

反馈调整内容规划，实现信息流双向输入、输出。

图书馆员在深入科室或授课过程中可分享微信公

众号二维码。此外可联合其他医院图书馆建立新

媒体矩阵，互开白名单信息共享，使优质实用推

文内容广泛传播，更好地惠及读者，提升医院图

书馆品牌价值。

３４　挖掘微信信息服务潜能，打造多元化信息服
务体系

　　微信公众号是医院图书馆打造 “移动图书馆”

最便捷、经济的移动终端，无需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投入，可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打通线下纸本

图书资源和线上电子资源，搭载医院图书馆读者

线上虚拟学习平台。医院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菜单

栏中可以嵌入文献检索小程序，读者无需下载

ＡＰＰ即可随时随地进行文献检索、阅读和下载，

体验真正的移动信息服务。基于微信公众号投票

功能，医院图书馆可在每年购书时发起线上投票

活动，一方面充分了解读者纸本书籍需求，用有

限经费购置更重要、经典的书籍，另一方面也可

增加与读者的互动及粉丝数量，加强读者黏性，

建立更加多元化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服务体系，使

信息资源发挥更大效用。

·８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２



４　结语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如何借助微信公众号

平台打造 “移动图书馆”，利用读者碎片化阅读习

惯提供优质精准信息服务，是每个医院图书馆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微信公众号运营人员应时刻保持信

息敏感度，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深入读者群体挖

掘需求，打造可读性、实用性强的推文内容，吸引

更多用户。同时与其他服务业务融合，构建多元化

信息服务体系，使图书馆不断适应互联网时代技术

发展以及医药学科知识更新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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