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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关注用户、推文和菜单访问等方面对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总结目前微信公众号在运营过程中的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提升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助力智慧图书

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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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以用户为中

心，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利用云服务和共享知识

库连接图书馆、数据资源和用户的新一代图书馆智

慧服务平台逐渐兴起［１－２］。大学图书馆作为知识服

务主体，其服务内容和方式发生改变。随着智能手

机普及和移动服务发展，微信在图书馆移动信息服

务中得到广泛应用［３－５］。微信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与

师生互动、提升用户体验的重要方式，是图书馆深

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服务能力升级的核心着力

点［６－７］。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于２０１３年
３月１５日首次推文，是高校图书馆中最早开通微信
服务的成员之一［５］。本文对该馆微信公众号运营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以期为医

学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２　微信公众号运营数据分析

２１　微信公众号类型

微信公众号目前分为两种类型：订阅号和服务

号。订阅号每天可推送１次消息，条数不限；服务
号每个月可以推送４次消息，每次推送的消息条数
不限。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账号类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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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号。

２２　关注用户数据分析

２２１　关注用户属性分析　截至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３
日该图书馆公众号累计关注用户达１５万。其中女
性用户占比约为６７％，男性占比约为３３％。这与医
学院校女性占比较高的实际情况一致。从城市分布

上来看，北京用户占比７５６１％，与本校生源地区
分布吻合。

２２２　用户增长分析　除２０１８年外每年净增关注
用户数约为１７００～１８００人，见表１。进一步分析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每月净增关注人数发现，每年８月、
９月为新增用户高峰期，虽然２０１８年４月和５月用
户增长数明显高于其他年度，但对总体增长水平影

响不大，说明每年新生入校阶段为公众号宣传的最

佳时期。本校每年新生报到后组织新生教育，涉及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介绍，其中包含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内容。在此期间微信公众号推送 “玩儿转图书

馆”系列文章，进一步吸引新入校师生关注。秋季

开学之初医学文献检索课教师会向学生宣传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相比秋季入学的用户增长高峰，春季

开学后用户增长并不明显，但在４月读书月宣传期
间会有少量用户增长。２０２０年初图书馆汇总了一系
列免费学术资源在微信公众号上推送。其中２月４
日推送的 “疫情期间免费开放使用数据库”阅读量

达到１４８１０次，是目前为止阅读量最高的文章，可
见该时期读者对于免费学术资源需求较强，图书馆

及时汇总相关内容进行推送，满足读者学术需求。

表１　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统计数据

时间 （年） 推文数 （篇） 单篇最高阅读量 年度阅读量最高文章题目 累计关注人数 年度净增关注人数

２０１６ １５７ ６７３４ 公卫学院 “我的医学长征路”摄影大赛开始投票了！ ８４０８ １８６８

２０１７ ２１９ ２７６４ 毕业季｜首医纪念品开始预订～ １０２２５ １８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０ ２３７２ 赠书啦！参与活动获赠图书，很多医学英文原版书哦！！！ １１５２９ １３０４

２０１９ １６５ ３２０６ 大爱无声－图书馆里的追梦人 １３２７３ １７４４

２０２０ １４０ １４８１０ 疫情期间免费开放使用数据库 １５０１６ １７４３

　　注：累计关注人数统计截至当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３　推文数据分析

２３１　年度推文数量统计　根据统计，２０１７年和
２０１８年发文量相对较多，２０２０年度春季学期许多
馆内服务和活动并未开展，推文数量相应减少。目

前对微信公众号传播影响力的评价主要通过微信传

播指数 （ＷｅＣｈ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ＷＣＩ）进
行［６，８－１０］。有研究表明发文量与影响力指数不具有

相关关系，文章阅读数和点赞数对影响力指数具有

重要影响，文章内容是影响阅读和点赞数量的主要

因素，高阅读量文章是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推

送信息特色鲜明、服务针对性较强、原创性文章占

比较大时，影响力指数往往较高；能够满足学生的

实际需求、引发学生情感认同、与国家时事和社会

热点问题相关的文章最能引起关注［６－７］。

２３２　推送文章分析　将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度推送文

章按照阅读量排序，选取每年排名前１０位的文章
进行分析 （剔除关于图书馆开馆时间通知的推文）。

根据排名，关于毕业季、考研、科研论文撰写与投

稿、医学文献检索、医学英文教材、免费学术资

源、图书馆新增服务设施与环境改造等主题较受学

生关注。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原本关注度较高的

内容逐渐失去关注度，如学校学科排名、图书馆数

据年报等。毕业季和考研类文章每年都定期推送，

被关注度也在下降，原因可能与内容和题目不够吸

引人有关。综上可知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

推文内容，与医学相关的科普文章，与当下热点相

结合的阅读推荐类推文以及题目活泼新颖的推文较

受欢迎。

２３３　推送图书分析　微信公众号是首都医科大
学图书馆进行阅读推广的重要平台。为提高纸本图

书借阅量，图书馆定期推送到馆新书。随着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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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数量增加后续增加电子书推荐内容。每年图书

馆会进行读者借阅排行统计，学生借阅量最高的均

是专业书籍，这可能与医学生课程设置相对较多、

学时较长有关。所以公众号推送图书更侧重于哲学

与文学类，目的在于引导学生扩大阅读范围，提高

医学生人文素养。从文章阅读量和点赞数分析，关

于纸质图书的相关文章更受欢迎。

２３４　推送讲座系列文章分析　图书馆微信公众

号是重要的信息素养教育平台。为提高学生信息素

养水平，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每学期举办系列学术

讲座并通过公众号发送讲座通知。根据文章阅读量

和点赞数分析，每学期初推送的关于讲座安排的文

章受关注度高；之后每周推送的讲座相关文章关注

度受讲座内容影响。根据统计 ２０２０年度秋季学期

讲座系列文章受关注度大幅提升，多期讲座推文阅

读量均比往年高，可能与图书馆改用腾讯会议开展

线上讲座有关。根据阅读量统计可以看出学生对于

论文撰写与投稿、国内外医学文献检索以及文献管

理软件使用等主题较感兴趣。

２４　菜单访问数据分析

２４１　各级菜单访问量分析　目前首都医科大学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１级菜单设置为 “信息服务”

“资源服务”“我的微图”；每个１级菜单下设５个

２级菜单。其中２级菜单 “在线资源”里链接多种

资源，主要内容为电子书、电子期刊、视听多媒体

资源以及信息素养教育数据库等，部分资源处于试

用阶段。有研究发现微信公众号传播影响力与高校

图书馆微信公众号服务栏目数量无直接联系；基本

服务对传播影响力影响相对较小，需在服务内容设

定上结合用户实际需求偏好，利用自身优势［７］。根

据２０１９年度菜单每月访问量统计，“我的微图”是

访问量最高的 １级菜单，其中 “在借／续借”和

“馆藏查询”点击量最高，其次是 “在线咨询”和

“绑定／解绑”，每学期开学初是访问高峰。与 “我

的微图”相比，１级菜单 “信息服务”和 “资源服

务”的访问量均不高，部分２级菜单访问量明显存

在时间差异，表现为每学期开学初的２～３个月点

击量相对较高，如 “周三讲座” “新书上架” “悦

读时光”。说明学期之初是向学生进行阅读推广与

信息素养教育的最佳时期。

２４２　活动举办对访问量的影响分析　图书馆每

学期会举办不同活动，根据需要将 “资源服务”下

的一个２级菜单临时更换。２０１８年秋季图书馆举办

“追梦青春，不负韶华”朗诵作品征集活动，２０１９

年４月读书月期间举办 “金话筒”朗诵比赛活动，

同年９月举办 “入馆教育”答题活动。受活动宣传

影响，活动期间菜单访问量达到高峰。２０１９年４月

图书馆进行 ＢＡＬＩＳ原文传递和馆际互借服务宣传，

相关内容在４月访问量大幅度提高。说明图书馆举

办的活动对馆内资源和服务的推广有一定积极

作用。

２４３　年度菜单访问量比较分析　２０２０年菜单访

问量与２０１９年相近，说明线上教学模式对图书馆

微信公众号访问量无明显影响，仅有 “悦读时光”

访问量有明显差别，在２０２０年３月和１１月出现两

个访问高峰。２０２０年１１月 “悦读时光”内容进行

升级，在 “博看”电子资源内容上增加 “ＱＱ阅读

电子书”，改版当月访问量大幅增加。２０２１年６月

将 “悦读时光”改为 “在线资源”，新增多种电子

资源，集合电子书、电子期刊、多媒体视听资源以

及信息素养教育内容。改版后 “在线资源”访问量

增加明显，内容丰富后更受读者欢迎。新增加试用

的 “智能咨询”和 “超星读书”内容点击量呈上升

趋势。

３　经验总结与改进方案［１１－１３］

３１　维持合理推送频率，精心打造原创文章

３１１　合理的信息发布频率与推送方式有效提升

微信公众号影响力和关注度［４，６，９］　高密度的信息推

送会引发读者反感进而降低关注度，而过低密度的

推送则可能降低读者黏性，因此应保持合理的推送

频率。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微信公众号运营由１名

兼职人员负责，推文量有限，保持每周３～４次的

推送频率，推送时间一般为工作日上午，每次只推

送１篇文章，可避免过多文章分散读者注意力，同

时保证每周都有一定频率的文章发布以维持读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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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度。

３１２　精心打造能够吸引读者兴趣的原创文章是

关键　２０１９年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制作的原创视频

“大爱无声———图书馆里的追梦人”阅读量超过 ３

２００，“在看”数高达１４８，可见用视频讲述读者喜

欢的原创故事较受欢迎。今后可增加此类推送，视

频原创作品征集可在学院、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开

展。图书馆推送的医学科普文章读者非常感兴趣，

如 “医学故事”系列推文，但是目前推送文章总量

少，且均为转载文章。今后可充分利用医学院校优

势，图书馆尝试与附属医院及教学医院师生合作，

利用其专业知识背景，撰写脚本，再联合绘画和计

算机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志愿者进行后期制作，一

起打造原创医学科普文章。还可与医学人文学院医

学史专业教师合作，撰写相关原创推文。此外根据

图书馆每年度高阅读量文章内容分析，应加强医学

相关资源推送。读者对于医学英文教材、医学文献

检索、写作与投稿等主题文章阅读需求较大，每学

期可适当增加相关推送内容。

３１３　题目设计和内容呈现需充分体现信息服务

的创新性［９］　在文章标题上下功夫，可借鉴流行网

络语等，提高读者阅读兴趣，但应避免 “标题党”

现象。首都医科大学师生中女性占比较大，可采用

更可爱、风趣的行文方式，编辑排版风格活泼。此

外应重视读者互动，及时回复读者信息、解决读者

疑问，以便提高用户黏性以及微信公众号传播影

响力。

３２　满足读者需求，优化菜单内容

公众号服务内容设计合理且满足读者实际需求

才能提高影响力。２０２１年 “在线资源”改版扩容后

读者访问量大幅提高，说明调整后服务内容更能迎

合读者需求。医学院校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需要灵

活便捷的资料获取方式，但目前图书馆公众号提供

的内容中仍缺少国内外专业数据库资源。今后可通

过网页链接或打开其他ＡＰＰ的模式集成知网、万方

等国内数据库资源，通过本地 ＰｕｂＭｅｄ检索功能提

供外文医学文献资源。开展针对读者需求的问卷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调整微信公众号服务内容。改版

后的２级菜单存在部分功能重复等问题，如 “智能

咨询”是新增试用内容，与 “我的微图”中的 “在

线咨询”功能相同，后期试用结束后需要重新调

整。新增的 “超星读书”属于电子书内容，但由于

是链接小程序，不应统一放到 “在线资源”中，还

需与第３方公司合作改进。改版目标是根据实际需

求不断完善接口功能开发，向读者提供更加满足需

求的应用。

３３　打造信息素养平台，深化阅读推广

之前图书馆仅利用微信公众号进行信息素养讲

座信息发布，未能充分利用其服务功能。要将微信

公众号逐步打造为信息素养教育平台，在公众号内

链接信息素养教育相关资源，不定期推送信息素养

相关文章，每学期举办信息素养大赛，提高学生对

信息素养教育的关注度，进而提高其信息检索和获

取能力。数字化时代信息量大且更新快，学生注意

力易分散，阅读动力不足，因此应加强阅读引

导［１４］。从首都医科大学图书馆推送的系列文章可以

看出，读者对纸质图书较感兴趣，今后可适当增加

纸质图书推荐频率，举办阅读打卡等活动。

３４　组建专业团队，提高运营效率

微信公众号运营在选题、采写、编辑和发布上

均需投入大量精力和人力，组建专业运营团队至关

重要。本馆微信公众号推文由办公室１名人员兼职

负责，１名副馆长负责审核。由于同时负责办公室

行政工作以及部分授课任务，很难集中精力运营公

众号，每年推文数量不多，原创文章较少，推文形

式相对简单，总体来说吸引力不够。可借鉴其他高

校经验吸收学生志愿者加入，由学生负责采访编

辑，之后由馆员、教师把关审核［１０］。还可联合学生

团体，吸收其加入本馆微信运营团队。

３５　基于大数据挖掘提供个性化创新服务

目前图书馆正在进入智慧服务平台建设时期，

运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能够更有效、深入地提供泛在、易感知、精细、

快捷、满足读者需求的服务［２］。学生属于年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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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过手机获取个性化移动信息服务需求强烈，

图书馆可针对读者个人信息以及阅读行为等进行数

据挖掘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信息

服务［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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