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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国内外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相关研究情况，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为
例，阐述图书馆空间再造及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融合路径，总结实践经验，包括注重顶层设计、夯实发展

基础、优化用户体验，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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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

今天，如何合理规划和利用图书馆空间，根据用户

需求、行为特点以及新型服务理念实现空间再造，

已成为新时期图书馆求生存、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

题［１］。医院图书馆作为医院文化信息服务中心，是

支撑院内临床医疗、科学研究的重要部门，应与时

俱进地改造空间，优化服务，满足读者需求。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 （以下简称重医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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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图书馆）在空间再造方面关注读者需求，结合自

身特色在空间利用与服务转型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

较好成果。本文以重医附一院图书馆为例，分析其

空间再造和服务转型经验，以期为同类型图书馆空

间再造与服务转型提供借鉴。

２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２１　国内

国内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案例从实践

经验和战略制定两个不同视角展开，如浙江师范大学

图书馆［２］在理念上以 “发亮、发声”为突破口，在

空间设计、特色馆藏建设、业务拓展实践上有 “亮

点”。同济大学图书馆［３］通过制定 “十三五”战略规

划，确立以用户服务为导向的空间功能构建策略。

还有研究［４］从空间再造定位、体系、系统功能、特

征等方面介绍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如何融合新型服

务。公共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研究主要阐述

其如何通过改善阅览环境、空间布局，借助新兴科

技促进服务融合与创新，为读者提供泛在化、体验

式服务，赋予图书馆交流、创新、体验等属性和生

命力，实现服务模式、内容、手段革新［５－７］。

２２　国外

国外相关研究对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的图

书馆空间再造实践经验进行分析，如郭卫宁［８］介绍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亨特图书馆利用高新技术

为用户打造融合可视化、沉浸式、科技感的物理空

间和虚拟空间，创新用户感官、交互、情感体验。

罗宏［９］以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和新泻大学图书馆为

研究对象，从空间、理念、功能、资源等方面对比

两馆自主学习空间，分析自主学习空间对图书馆利

用率、教育功能和形象塑造方面的服务成效。萨支

斌［１０］以芬兰赫尔辛基 Ｏｏｄｉ中央图书馆为例，从用
户体验角度分析其空间特点，从用户感知、文化休

闲、多元体验、设计美感等角度提出对国内图书馆

空间再造的启示。

２３　小结

以上研究在总结国内外有关实践经验的同时，

对图书馆空间再造和服务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或理

论指导。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

与服务转型，特别是医院图书馆具有自身特殊性，

相关研究经验并不完全适用。本文结合重医附一院

图书馆空间再造和服务转型案例，总结分析其空间

再造和服务转型经验，以期为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

与服务转型提供方法、路径与经验参考。

３　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

３１　理念与定位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是典型的医学专业图书馆，

汇集了大量医学文献信息资源，服务于医院医疗、

教学、科研和管理，是中国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

委员会和中国医院协会情报图书专业委员会成员

馆。在综合评估当前社会环境和图书馆发展趋势基

础上，吸收新理念、新元素，结合自身特点，确定

空间再造理念与定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空

间布局，切实考虑读者需求，遵循专业化、个性

化、科学性、共享性和舒适性的原则规划空间结构

和人文环境；二是空间服务，为医院医教研管提供

专业文献信息服务，满足读者多元化、精准化阅读

需求，持续探索新的服务方式。

３２　空间再造与服务链接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从阅览环境、馆藏布局、个性

化阅读空间３个维度进行重新系统规划，充分挖掘空

间资源利用潜力和优势，形成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实

施方案，为读者提供文献阅览、科学研究、交流协作

等多元化和个性化信息服务。在空间再造实践中，积

极策划服务转型与空间再造的融合，衍生出一系列

新的服务形式和内容。馆员从被动服务变为推送服

务、吸引服务，支撑医院医教研管工作。

４　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融合

４１　嵌入护理科研的学科信息服务

充分整合、利用馆藏资源，针对护理团队开展

多元化学科服务。近年来多次受邀参与临床科室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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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护士培训，旨在提高护理人员信息意识、检索能

力和科研水平；为护理人员提供论文投稿选刊服

务，鼓励护理人员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发表相关成

果。积极融入患者安全团队开展专项信息服务，为

其提供科学、有力的文献支撑和精准服务。此外该

馆开展的西南地区 “护理科研产出”继续教育项目

已连续举办多年，为来自西南地区的护理骨干提供

系列科研能力提升培训，成为西南地区医院护理人

员继续教育优秀品牌。

４２　融入医院学科提升工程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作为医院信息部门、数据中

心，服务于医院学科建设，参与医院学科提升工程

相关工作。学科建设是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核

心竞争力，直接影响医疗质量、科技水平、人才建

设和综合实力［１１］。图书馆配合科研处完成临床科室

学科建设相关文献调研、学科建设方案、评价指标

调研、答辩论证等工作，在医院学科建设过程中找

准定位，提供深层次、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全力支

持医院学科建设。

４３　打造阅读推广文化品牌

４３１　开展读书月系列活动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
作为医学专业图书馆，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拓

展读者信息获取渠道，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和素养，

营造良好的阅读文化氛围，每年围绕一个主题举办

世界读书日活动。主动分析读者需求，开展培训讲

座、书展、资源试用等活动。积极响应中国图书馆

学会号召，开展同城共读、摄影作品征集等活动。

帮扶定向扶贫单位，开展 “书声琅琅”“万卷共知”

等全民阅读活动，组织职工参加 “爱心传递，图书

捐赠”活动，为贫困山村赠送图书，以阅读扶民

智。重医附一院图书馆作为唯一一家医院图书馆在

２０２０年进入 “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名单。

４３２　创建图书馆文化标签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
为更好地服务读者、倾听读者心声不断改进服务，

在馆内打造 “心语·心愿”墙，增强人文关怀，展

示文化特色。在疫情防控时期，为响应中国图书馆

学会倡议，做好特殊时期国家记忆保存，传承时代

奉献精神，医院图书馆面向２００多名一线防控医务
人员征集心语心愿并在图书馆留下亲笔印记，成为

医院图书馆一笔特殊的文化财富。

４４　支撑管理与决策的情报分析服务

相较于科研服务，支撑管理与决策的情报分析

服务更多体现图书馆的增值性，能够显著提高图书

馆贡献度和影响力，是当前各类图书馆服务转型的

重要方向之一［１２］。重医附一院图书馆在此方面进行

尝试：一方面，承担医院科研年鉴、专题文献资料

编撰工作；另一方面，负责全院职工科研业绩审核

工作。同时配合职能部门完成指令性任务的专题性

调研，为该院重要决策制定提供科学、精准的文献

信息支撑服务。

４５　整合 “融媒体”服务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移动电子设备成为
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为提供更为便利的阅读

服务，重医附一院图书馆拓展虚拟空间，借助媒体

多渠道、全方位服务读者。微信文献服务群 ２４小
时接受读者文献咨询；微信公众平台开设信息传

递、在线课堂、ＳＣＩ专栏等栏目，提供文献信息报
道和活动宣传服务。

５　经验与思考

５１　概述

医院图书馆空间再造不仅包括空间扩建、增

加硬件设备和丰富藏书资源，还应站在医疗、教

学、科研和管理过程上游，重视医护人员反馈，

不断调整空间布局、扩充数字资源、引进专业人

才，为医护人员提供科学、专业、前沿的精准化

服务，以实现服务方式和理念的转型。本文试对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案例进行

总结，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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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模式

５２　注重顶层设计

５２１　明确图书馆 “十四五”发展规划　重医附

一院图书馆 “十四五”发展规划以 “围绕空间再造

和服务创新，满足读者多元化、精准化的阅读需求”

为中心，提出转变管理观念，由 “管理读者”向

“服务读者”转型。通过多途径、多层次的服务创

新，在为读者打造各类空间方面进行新探索；同时坚

持需求导向，提高资源建设水平，积极开展延伸服

务，加强深层次服务，提升医院图书馆服务品质。

５２２　迎合医院 “学科提升工程”　医院图书馆

旨在为全院职工提供信息服务支撑。紧紧围绕医院

发展规划，寻求生存与发展契机。在医院提出 “九

大发展工程”时，瞄准 “学科提升工程”，全程参

与医院学科建设，通过相关文献调研、科学数据分

析，积极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撑。

５３　夯实发展基础

５３１　完善人才队伍建设　近年来重医附一院图

书馆陆续引进４名图书情报专业技术人员，倡导馆

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从专业角度开展业务研究；深

入临床科室，提供嵌入式学科服务；激励馆员参与

科研课题申报，将业务工作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

学术研究促进业务建设。同时督促馆员参加学术会

议，鼓励馆员提交案例、参与大会发言。

５３２　合理配置馆内资源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站
在促进馆内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优化配置馆内资

源。一是重视传统纸质文献资源持续增长，订购图

书、期刊；二是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力度，订购全文数

据库、临床数据库，共享学校５０余种数据库，常年
调研读者需求引进试用资源；三是不断开拓创新特

色馆藏，在 “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计划打造一个收

藏建院以来该院专家学者主编图书的主题馆藏库。

５４　优化用户体验

５４１　塑造第３空间　在后知识服务时代，图书
馆可通过空间再造增强功能适用性，使图书馆成为

新的功能空间［１３］。重医附一院图书馆个性化阅读空

间实行一室多用，服务于该院学科专家和项目团

队，塑造第３空间。医院图书馆会持续关注读者需
求，业界新兴空间动态，实时优化馆内空间，为读

者打造复合空间、功能空间、无限空间。

５４２　服务对象分众化　重医附一院图书馆用户
群体包括临床医生、护理人员、管理人员、 “一员

四生”等，上述群体信息素养水平不一，图书馆在

提供普适服务基础上对服务对象进行细分，提供精

准化服务，既能满足读者刚性需求又能照顾柔性需

求，从个性化角度提升服务品质。

６　结语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通过对医院

图书馆空间改造可以推动服务转型，进而最大限度

地实现图书馆空间价值。依据服务对象确定空间管

理原则，积极策划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融合方案，

使得空间再造和新型服务方案相辅相成，为医院医

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服务支撑。重

医附一院图书馆所进行的有益探索也是精准服务的

初步实践，为医院图书馆服务变革优选路径与转向

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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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国 “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

赛等，大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５　结语

医学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医学信息

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但目前仍存在知识体系不完

善、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广西中医药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展 “三进两融合”教学

改革，将 “三进”梯度渐进模式贯穿实践教学全

程，将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进行深度融

合，校企协同育人，取得了较好效果。

参考文献

１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编辑部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２０１１，３（２）：１－７．

２　张光亮，李金刚我国医疗卫生行业信息化发展现况

［Ｊ］．医学信息，２０２０，３３（８）：６１－６３．

３　陆维嘉，唐颖江苏省某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信息学专业

项目化教学模式探索 ［Ｊ］．医学与社会，２０１９，３２（３）：

１２８－１３０．

４　吴雅琴，王呼生，王晓东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医

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转型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

杂志，２０１９，４０（１）：８５－８８．

５　韦懿容，黄莹莹，陈燕超，等广西医科大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现状分析 ［Ｊ］．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３７（９）：１７２６－１７３０．

６　刘广，燕燕，王甜宇，等中医药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研究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６，３７（７）：８８－９０．

７　杨枢，陈兴智医学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课程

体系构建———以蚌埠医学院为例 ［Ｊ］．包头医学院学

报，２０１７，３３（６）：１１０－１１２．

８　陈春林，梁洁，苏理玲医学院校信息管理类专业实践

教学体系的构建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６，

２５（７）：６９－７２．

９　叶明全，尹荣章，刘冬，等医学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专业综合改革与实践 ［Ｊ］．滁州学院学报，２０１６，

１８（５）：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９．

（上接第９１页）

参考文献

１　张真，孟连生网络环境下艺术院校图书馆空间再造
———以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 ［Ｊ］．图书情报工作，
２０１９，６３（１１）：７３－７９．

２　胡益芳发亮、发声：引导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
———以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探索为例 ［Ｊ］．大学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５，３３（１）：５１－５４，４２．

３　史艳芬，徐咏华，刘玉红图书馆空间布局与功能维度
的战略规划研究———以同济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图
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６１（６）：６１－６６．

４　王宇，王磊大学图书馆空间再造与服务转型———以沈
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
３７（４）：６１－７０．

５　师丽梅，洪光宗，吴志敏，等城市图书馆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与服务新走向———以深圳地区公共图书馆为例

［Ｊ］．图书馆，２０１７（５）：９７－１０１，１０５．
６　杨绎，金奇文公共图书馆创客空间发展模式研究———

基于上海图书馆的实践 ［Ｊ］．情报探索，２０１７（２）：
１１４－１１７．

７　王筱雯，王天泥公共文化服务视域下公共图书馆空间
再造的实践与思考———以辽宁省图书馆新馆为例 ［Ｊ］．
图书馆，２０１７（４）：４０－４３，６４．

８　郭卫宁大学图书馆空间革命———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
大学亨特图书馆见闻启示录 ［Ｊ］．图书馆学研究，２０１６
（１９）：９２－９６，１０１．

９　罗宏日本大学图书馆自主学习空间事例研究 ［Ｊ］．新
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８（１０）：７９－８２．

１０　萨支斌 赫尔辛基 Ｏｏｄｉ中央图书馆空间再造及启示
［Ｊ］．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２０２０（３）：６２－６７．

１１　赵亮，金昌晓，乔杰大型公立医院学科建设发展战略探
索与思考 ［Ｊ］．中国医院管理，２０１３，３３（１１）：４４－４６．

１２　潘卫，杨眉，董珏支撑高校管理与决策的产品化情报
服务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３４（６）：４３－５０．

１３　柯平，邹金汇后知识服务时代的图书馆转型 ［Ｊ］．中
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４５（１）：４－１７．

·９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