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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虚拟现实技术定义及特点，阐述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院校图书馆应用的现状、必要性，提出
相关建议，包括创新服务模式、科学规划资源、构建虚拟空间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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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院校图书馆作为医学院校的文献情报中

心、资源保存中心、文化服务中心、创新创客中

心，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 “双一

流”建设背景下高校的转型和发展，图书馆应重新

定位自身角色，在服务学校人才培养、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等方面加快转型和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广大师生对图书馆作为 “第２课堂”阵地嵌入教科

研的服务功能提出更高要求。随着信息化、数字

化、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高校更加重视智慧

图书馆建设，将虚拟现实 （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ＶＲ）等

新兴技术应用于图书馆服务中，并不断推动服务模

式创新。

２　虚拟现实技术

２１　定义

虚拟现实世界具有可无限扩展和随时变化的特

点，通过多维度大数据可呈现更为直观和可感知的

空间环境，形成个性化、多变化的感受。虚拟现实

技术利用计算机模拟自然环境，形成源信息相融

合、交互式的三维空间动态视景与人类实物行为的

信息系统模拟，能够让使用者完全沉浸在该环境

中。ＶＲ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学、医院、室内设计、

家庭娱乐、工程模拟、房产研究等领域。近年来各

种ＶＲ产品不断涌现，如 ＶＲ跑车、ＶＲ电影、Ｖ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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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乐园以及ＶＲ可穿戴装置等。

２２　特点

ＶＲ具有以下特点：多感觉，虚拟真实环境可

使每个人都具备感受功能；多虚幻现实存在感，虚

拟环境可让人无法辨别真假；虚拟现实互动性；虚

拟现实自主性［１］。

３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应用现状

３１　虚拟空间

目前越来越多医学院校图书馆注重设计虚拟现

实的图书馆室内场景，创造真实的使用情境，为师

生提供新生入馆教育培训、虚拟校园漫游、人体构

造全景模拟等个性化服务，充分利用触摸、听觉、

视觉、感应等人工智能技术，使师生能够更便捷地

利用图书馆各种资源和服务。近年来国内数据开发

商研发了虚幻真实漫游系统，可在新生入馆教育培

训系统中，通过图书馆体验区数据大屏幕为师生展

示馆舍全景面貌。

３２　信息资源建设

在数字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应用数字

技术存储各种载体、不同地理位置的信息资源，以

实现跨区域、面向对象的网络查询和传播，以及馆

藏资料数字化，提供海量、异构数字资料。图书馆

应用 ＶＲ技术将传统文献信息资料以三维图像形态

呈现，依托ＶＲ技术的细节处理、特征勾画、趋势

分析等功能，切实解决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的技术

难点，并利用互联网技术传输文献信息资料，实现

文献信息资源动态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为科

学规划馆藏结构提供参考。

３３　信息素养教育

在嵌入教科研的服务中，师生信息素养教育越

来越重要。医学院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根据专业教师

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推

荐、文献检索、信息利用等服务。利用 ＶＲ技术将

信息检索成果可视化展示，使用者可以直观查看信

息检索成果。结合信息组织方法，提供全面的信息

检索过程，将信息检索化为知识链条，使用者在信

息检索中完成信息浏览，能够帮助学生有效利用图

书馆各种资源与服务，特别是帮助其利用互联网和

数据库获取学术文献，提高信息分析、信息评价和

信息利用能力。

３４　临床教学

在日常急救知识传授中，教师一对一地辅导，

学生可以独立完成模拟实训操作，加深对所学医

学常识的记忆。场景化、实训式教学模式除了给

学生建立一个贴合实际的学习场景，还能帮助缩

短学生在真实生活中的心理适应时间，将医学知

识真正应用到生活、学习中。ＶＲ技术发展和应用

领域的延伸，为师生带来全新的感受和体验。运

用三维仿真技术所呈现的医学知识更直观、更形

象、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尤其是在人体骨骼全景

模拟、心肺复苏模拟、蜂蛰模拟、低血糖模拟、

心肌梗死模拟、外伤包扎模拟、骨折模拟、动物

咬伤模拟、中暑模拟中，使教学与时俱进、生动

有趣，具有显著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和临床应用能力。

４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院校图书馆应用的
必要性

　　图书馆建设向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转型，

从密闭式到开放型、从人工借还图书到自动借还图

书、从单一纸质资源到电子资源与纸质资源共存、

从单一硬件设施设备到智能化设施设备，这些都是

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对医学院校图书馆而言，尤

其是近年来新建的现代化、智慧化图书馆，体现出

现代建筑学、美学与信息化、数字化、人工智能技

术的完美结合，而 ＶＲ技术的日益完善势必为医学

院校虚拟现实图书馆的建立提供更好的路径。图书

馆已不仅仅是师生借阅和自习的场所，而是为师生

提供学习、研讨交流、科学研究、文化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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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的广阔空间。就医学院校图书馆而言，跟踪国

内外医疗领域最新信息、前沿动态、科研成果、医

学教育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传统图书馆管理模式

已无法较好地适应师生对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利

用信息和研讨交流的需求。新时代大学生追求全新

学习体验与感受，较易接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图书馆作为高校文献保障中心、信息情报中心，其

智慧化建设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而引入 ＶＲ科技

和ＶＲ装置是医学院校图书馆应思考和探索的问

题［２］。

５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应用策略

５１　创新服务模式

相对于传统医学院校图书馆封闭式管理，现代

医学院校图书馆不但馆舍空间更大、设施齐全，而

且功能先进、体验较好，以一种全开放的形式面向

广大师生。现代化、智能化设备和图书馆深度衔

接、完美融合，需要图书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顺

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趋势。ＶＲ科技发展与应用领

域的不断延伸推动了图书馆建筑空间导航发展［３］。

对于近几年新建的医学院校图书馆而言，功能强

大、信息全面的入馆导引智能化系统必将极大改善

图书馆面貌，提高工作效率，为师生带来全新体验

与感受。采用３Ｄ模型建立的入馆导引系统，通过

ＶＲ设备为入馆师生便捷、高效地进行导引与讲解。

另外图书馆员可以利用 ＶＲ设备对师生开展身临其

境的阅读推广、场景模拟活动，如 ＶＲ读书交互体

验、ＶＲ面对面阅读等，使师生在全新阅读模式中

增加知识、增长见识。医学院校图书馆可以使用

ＶＲ直播技术，在馆内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阅读推广活动，如阅读分享会、真人图书馆、名家

讲座、朗读比赛、主题创意、设计大赛、专题展览

等，使更多师生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与感受，享受高

质量的图书馆服务。

５２　科学规划资源

图书馆需要定期对图书、期刊等文献资料进行

上架、下架、排架、整架，馆藏资源盘点耗时耗

力，较易出错。利用 ＶＲ技术，采用移动式 ＶＲ摄

影设备便捷扫描文献图书、期刊标签，立体展现图

书、期刊排列情况，不但快速处理了排序问题，而

且也极大提高了馆员工作效率。射频识别 （Ｒａｄｉ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ＦＩＤ）技术已在国内各类

型图书馆推广和使用，使馆藏文献资源具有唯一标

记，也使图书馆各部门之间形成动态联系。图书馆

采用 ＶＲ技术设备对文献资源进行三维全景架构，

并导入图片图表等信息，从而完成文献资源虚拟呈

现，方便师生对文献资料的了解和认识，还可以精

准无误地检索到文献资料内容，从而提高图书馆对

文献资源的科学规划与管理水平［４］。对具有古籍资

料的图书馆，采用 ＶＲ技术将大量古籍资料借助影

像采集技术构建实体三维或模型数据库，有助于提

升古籍保护工作效率和水平，实现对古籍资料的原

生态和永久性保存。另外可以依托互联网，与国内

古籍保护专家和学者互动交流，对古籍保护工作进

行深入研究和管理。

５３　构建虚拟空间系统

医学院校图书馆可以构建桌面 ＶＲ设备虚拟空

间管理系统，并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师生提供

可视化的虚拟现实场馆漫行服务。师生在系统中完

成进馆教育，如自由漫步虚拟现实馆内场地，熟悉

场馆布置、资源构成、各项服务等［５］。在图书馆学

科服务中构建虚拟会场空间，不但可以提高馆内空

间利用效率，还可以为师生带来沉浸式感受。研讨

活动中，师生能够突破空间束缚，在虚拟会场中展

开研讨与交流互动。另外虚拟现实信息咨询服务包

括虚拟咨询室和虚拟现实检索中心两种功能［４］，虚

拟咨询室能够植入到虚拟漫游或者虚拟会议环境

中，师生能够直接在虚拟环境中通过连接图书馆学

科馆员开展信息咨询，畅享学科服务，突破传统模

式中学生与图书馆员面对面咨询的限制，优化学科

服务效果。虚拟现实搜索系统则可以将师生检索结

果进行可视化处理，即利用虚拟现实系统的三维图

像、自动交互沉浸等功能，使传统枯燥的文字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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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表现为图像可视化成果［６］。

５４　提高馆员信息化水平

实现 ＶＲ技术在医学院校图书馆的应用和推

广，图书馆员的信息化水平至关重要。医学院校

图书馆除引进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外，必须重视

对现有图书馆员的信息化能力培训。可定期邀请

国内外信息技术前沿专家学者到学校开展讲座，

同时积极创造机会，将馆内优秀员工派出参加信

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培训，提升其信息素

养能力和水平，更高效地为学校教学、医疗、科

研服务。

６　结语

虽然 ＶＲ技术在图书馆得到较大范围的应用和

推广，带来全新的服务体验和感受，但是医学院

校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

高。医学院校图书馆必须高度重视馆员信息化学

习培训，不断增强馆员在新技术下的适应能力，

依托强大的文献保障以及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和

技术优势，服务学校教学、医疗、科研，为社会

输出高层次、高质量医疗人才，为科技强国和

“健康中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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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汇总和质控、数据结果的可视化、可比性，

为后期更好地落实绩效考核工作奠定稳固基础。

现有数据监测系统也存在不足之处，如仅支持简

单的可视化分析，一些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挖

掘性分析功能尚未实现，依托指标体系实现每月

自动对临床医技等科室维度和人员维度的绩效考

核评价排名尚待实现自动化，对医疗质量问题和

医疗安全风险的预测预警功能还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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