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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研究人工智能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分析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其利
益诉求，以提出应用推广对策建议。方法／过程 采用文献调研与电话咨询，确定人工智能在医学高校图书馆
的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利用米切尔评分法和克拉克森分类法确定主要利益相关者，并分析利益诉求与面

临问题。结果／结论 人工智能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环境、资源和服务３个维度，主要利益
相关者包括政府、医学高校、医学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员、读者和人工智能厂商，针对现有问题，提出４
方面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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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医科”是国家对医学教育发展的新要求。

“新医科”建设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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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以学科交叉和融合创新为核心，重在探索医学

教育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

系。“新医科”建设需要与之匹配的医学高校图书

馆具有新理念、新资源和新服务，探索 “新医科”

背景下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建设与发展是时代赋予图

书馆人的新使命［１］。

应用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技
术［２］能够创新服务理念，优化馆藏资源，重塑医学

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增强知识挖掘与信息生产能

力，为 “新医科”背景下医学高校图书馆注入新的

发展动能。本文以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为

出发点，研究其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分析主要利

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与面临问题，为推广 ＡＩ在
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提供对策建议。

２　医学高校图书馆ＡＩ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ＥＢＳＣＯ等文献数据库及
医学高校图书馆网站检索相关资料，并电话访谈领

域专家，确定目前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领域的应
用场景，见表１。

表１　医学高校图书馆ＡＩ应用场景与典型案例

应用场景 细分应用 主要内容 案例

环境维度 智能空间 以读者需求为中心，利用 ＡＩ构建集知识共享、学习、社

交、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综合空间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创客空间［３］

智慧管理 构建智慧空间物联网，管理监测馆内空间温度、湿度、光

照度、ＰＭ２５等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空间环境智能化管理［４］

资源维度 智能采编与馆

藏流动性管理

利用ＡＩ全自动盘点图书资源，分析馆藏知识分布、读者需

求特征，精准定位图书采编订单，实现图书智能盘点与分拣

新乡医学院图书馆射频识别智能馆藏管理系

统［５］

服务维度 馆内空间服务 在馆内开展ＡＩ业务管理与监控，如智能座位管理、智慧导

航、读者身份管理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空间预约系统［３］、广州

中医药大学空间预约系统［４］

智能检索与知

识发现服务

利用ＡＩ精准预判读者需求，深度挖掘文献间的知识关联，

为读者提供智能化知识发现服务

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 ｗｏｒｌｄｌｉｂ人工智能在线咨

询［６］、西安医学院图书馆ＡＩ智能小觅［７］

智能咨询服务 根据知识库内容、读者历史服务轨迹，利用ＡＩ预判读者需

求，解答日常咨询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机器人复小白［８］

智能文献流通

和推广服务

利用ＡＩ实现文献外借、阅览服务、流动图书馆服务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智能书架与２４小时图

书馆［８］

游戏应用服务 利用ＡＩ开展互动游戏，帮助读者了解医学知识 复旦大学图书馆医科馆医学ＶＲ游戏、ＡＲ器官

模型［８］

智能翻译服务 利用ＡＩ提供严谨、专业的学术翻译服务 广东医科大学图书馆 “新学术译采智能翻译平

台”［９］

３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主要利益相
关者分析

３１　主要利益相关者确定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利益相关者指任何
能够影响应用目标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群

体［１０］。通过应用模式与典型案例研究，确定 ＡＩ在

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利益相关者列表及其角色定

位，见表２。
在利益相关者分类方面，米切尔评分法认为利

益相关者必须具备合法性、权利性及紧迫性３种属
性中至少一种；克里克森分类法根据相关群体与企

业联系的紧密性，将利益相关者分为主要利益相关

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采用米切尔评分法和克拉克

森分类法，邀请受访者从合法性、权利性及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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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方面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 （１～５分），计算平
均分。平均分大于等于３分者定义为主要利益相关
者，３分以下者为次要利益相关者。为确保评分科
学合理，共邀请２０名图书馆学专家、１０名人工智
能专家参与问卷调研，最终返回问卷 ２４份，问卷

回收率８０％。各利益相关者评分结果，见表２。依
此确定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主要利益相关
者包括政府、医学高校、医学高校图书馆、图书馆

员、读者和ＡＩ厂商。

表２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利益相关者的米切尔评分结果 （分）

利益相关者 角色定位
利益属性

合法性 权利性 紧迫性
平均得分

政府 法规政策制定者及经费拨付者 ３２９ ４０３ ３２６ ３５３

医学高校 图书馆管理者、ＡＩ人才引进及培养者 ３２１ ３８７ ３３５ ３４８

医学高校图书馆 馆内环境、资源和服务提供者 ４３２ ３３３ ３６５ ３７７

图书馆员 图书馆服务工作主体 ３９５ ３１１ ３２８ ３４５

读者 图书馆ＡＩ项目受益者 ４３７ ３９７ ３６７ ４００

ＡＩ厂商 图书馆ＡＩ产品提供者 ３６７ ２６４ ３２１ ３１７

图书数据资源商 文献、数据资源提供者 ２５４ ２８９ ２３１ ２５８

图书馆行业协会 法规政策协助制定者 ２８７ ３３４ ２５２ ２９１

社会捐助者 经费、资源等次要提供者 ２４１ ２９９ ２２９ ２５６

媒体 图书馆ＡＩ项目宣传者 ２２３ ３３２ ３１７ ２９１

３２　主要利益相关者分析

３２１　政府　政府包括国家部委、省级人民政府

及教育行政部门等，通过制定各种法规政策对医学

高校图书馆间接管理，发挥 “公共利益守护者”作

用，其利益诉求：一是推动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

的应用，促进满足社会需求的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提高医学人员信息素养，实现财政投入绩效最大

化；二是提高政府政绩和公众满意度。目前面临的

问题：一是 《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

导意见》和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政策的

出台奠定了ＡＩ在中国的重要地位，但是对 ＡＩ在医

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尚缺乏顶层设计，且未形成有

效的多部门联动合作机制；二是现有医学高校图书

馆 ＡＩ建设项目缺乏与智慧校园、智慧城市等全局

性规划的对接。

３２２　医学高校　医学高校作为图书馆的直接领

导者与ＡＩ人才培养者，其利益诉求：一是利用 ＡＩ

改善图书馆环境、资源和服务质量，提升本校教学

质量和科研水平；二是提升本校在同类院校中的影

响力和竞争力。目前面临的问题：一是中国 ＡＩ起

步较晚，目前医学高校 ＡＩ人才引进与培养速度无

法匹配图书馆对 ＡＩ人才的需求扩张速度；二是虽

然图书馆是校内师生获取信息的重要场所，但医学

高校尚未将图书馆 ＡＩ建设作为智慧校园建设的重

要节点，阻碍其应用与发展。

３２３　医学高校图书馆　医学高校图书馆是为育

人及学术研究提供资源和服务的机构，其利益诉

求：一是利用 ＡＩ提高服务品质，提升馆内资源利

用率与需求满足率；二是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效

率；三是提高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目前面临以

下问题：一是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需要在

硬件设备购置与日常维护、学术研究、管理与服务

中投入大量资金，馆内经费匮乏影响 ＡＩ产品应用；

二是ＡＩ产品功能尚不能完全满足用户需求［１１］，智

能翻译产品翻译水平有待提升，游戏应用服务不能

与读者充分互动等；三是现有 ＡＩ产品多采用有监

督算法，需大量数据实现产品研发与功能迭代，但

目前医学高校图书馆中支撑 ＡＩ服务应用的数据资

源还不够开放或丰富［１２］；四是图书馆员和读者 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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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６



知识素养有限，ＡＩ产品使用率偏低，尚未发挥真正

实效［１３］。

３２４　图书馆员　图书馆员是医学高校图书馆工

作服务的主体，是馆内资源与读者间的桥梁与纽

带，其利益诉求包括：一是利用 ＡＩ产品减少繁琐

机械的体力劳动；二是期望获得领导更多的尊重与

认可，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大利益。目前面临以下问

题：一是在前期试运行阶段，ＡＩ产品训练需耗费大

量精力，增加工作负担；二是部分医学高校图书馆

员知识结构单一、信息素养水平偏低、ＡＩ设备使用

不熟练，无法满足图书馆 ＡＩ建设与应用的要求；

三是ＡＩ产品应用的逐步深入可能对现有岗位造成

冲击，部分图书馆员担心存在失业风险，在推广 ＡＩ

产品时积极性不高［１４］。

３２５　读者　读者主要是本校教师与学生，其利

益诉求是获得优质的图书馆环境、资源与服务。目

前面临以下问题：一是对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产品

的运用以表面体验为主，对 ＡＩ产品认识不足，缺

乏黏性；二是部分读者无法熟练操作馆内 ＡＩ产品，

ＡＩ知识素养有待提升；三是从读者进入医学高校图

书馆开始，以 ＡＩ为基础的读者身份管理、智能座

位管理、智能检索与知识发现、智能咨询等一系列

应用在持续追踪和收集读者数据，读者担心个人数

据被过度采集，存在隐私泄露风险。

３２６　ＡＩ厂商　ＡＩ厂商作为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

产品的提供者，其利益诉求包括：一是产生经济收

入与提升社会影响力；二是与试点医学高校图书馆

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扩充市场份额。目前面临以下

问题：一是现有 ＡＩ产品缺乏可操作的建设标准，

厂商无法精确定位产品功能；二是 ＡＩ产品评价方

法与指标缺失，导致现有 ＡＩ产品市场秩序混乱，

同质化严重且品质良莠不齐；三是现有试点项目中

ＡＩ产品建设仍处于前期阶段，整体解决方案还不成

熟，存在结果与需求不匹配情况。

４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对策研究

４１　完善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的制度保障

在严格遵循新一代 ＡＩ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由

政府牵头联合医学高校、医学高校图书馆等制定系

统化政策文件。一是借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

规定》《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文件，明确

医学高校图书馆ＡＩ产品建设的标准规范与 ＡＩ产品

可取代的工作内容，减少缺陷产品出现，规避 ＡＩ

厂商恶性竞争。二是将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项目嵌

入至智慧校园、智慧城市建设方案中，突出医学高

校图书馆数据中心特色，建设成为城市和校园的数

据整合利用中心、知识共享中心、学习交流中心和

ＡＩ知识教育中心。三是制定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

应用的扶持计划，综合运用财政政策、重点课题倾

斜等方式，激发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应用理论研究

及实践应用的能动性，同时争取第３方社会资源投

资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建设项目。四是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信息保护法》等文件，制定医学高校图书馆数据使

用标准与规范，对数据产生、收集、存储、处理、

使用、共享等全生命周期实时监管，明确利益相关

者在各环节中的权利与义务，设立数据安全问责制

和救济制，规制数据过度采集、资源滥用、深度伪

造等问题。

４２　建立公共数据集，强化ＡＩ产品设计

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产品由基础层、技术层和

应用层构成。基础层应由政府牵头组织医学高校及

医学高校图书馆等共同参与，建立并开放医学高校

图书馆ＡＩ产品研发与应用所需的公共数据集，包

括学校、院系和专业等读者人口属性数据，电子资

源和纸质书刊摘要数据等数字仓储资源，读者行为

信息和学科评估、认证数据等统计分析数据，馆藏

资源评价、文献收藏与订阅服务、智能个性化推荐

内容等交互信息［１５］。并将公共数据集嵌入至智慧校

园、智慧城市等上一层智慧平台中，实现不同智慧

平台数据和业务之间的无缝对接，增加数据价

值［１１］。技术层应遵循 《加强 “从０到１”基础研究

工作方案》等要求，鼓励医学高校、医学高校图书

馆与ＡＩ厂商开展紧密型实质性合作，重点突破大

数据智能、跨媒体感知计算、混合增强智能、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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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控制与优化决策、高级机器学习、类脑智能计

算等基础理论研究，为 ＡＩ范式变革提供理论支撑，

提升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产品透明性、可解释性、

可靠性与可控性，逐步实现可审核、可监督、可追

溯、可信赖。应用层应以需求为导向，基于公共数

据集构建读者画像，拓展完善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

应用场景与产品功能，如将海量文献结构化，助力

医学人员高效精读文献；利用 ＶＲ技术帮助读者沉

浸式观看医疗教学及真实手术过程，解决教学场景

不够逼真、医学解剖实体标本供体不足问题；提升

智能翻译产品准确度与游戏应用服务互动性等。

４３　搭建ＡＩ产品测试平台，强化上市后监测

政府应联合医学高校、医学高校图书馆等积极

搭建ＡＩ产品测试平台，提供 ＡＩ产品标准化符合性

评测服务和技术指导，并在彼此合作中培养一批有

核心技术的ＡＩ厂商，推动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应用

示范项目建设。在产品上市后监测阶段，应强化对

ＡＩ厂商与试点医学高校图书馆的日常监督，提高

ＡＩ厂商和医学高校图书馆自发报告的自觉性，建立

缺陷产品召回机制和算法变化节点时间表机制，对

缺陷产品及时召回或停止提供服务。

４４　加强医学高校图书馆ＡＩ人才建设，提升读者ＡＩ
知识素养

　　加强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人才建设，通过 “外

引内培”完善图书馆员队伍。“外引”是指将医学

高校图书馆现有人事架构从 “以资源采购、编目、

排架、读者服务为主”转变为向技术岗位倾斜，如

机器人管理员、数据清洗师、数字人文分析师、算

法工程师、用户体验师等，为 ＡＩ产品应用与 “把

关”提供人员保障。“内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

制定图书馆员培训计划，培训内容涵盖信息资源管

理、数据挖掘、ＡＩ知识与技术应用、信息服务与用

户研究等，使图书馆员能熟练利用 ＡＩ开展日常工

作，不断拓宽医学高校图书馆应用 ＡＩ的场景和模

式。另一方面，由医学高校及医学高校图书馆合力

加强图情档专业人才储备，完善图书、情报、档案

专业课程体系，增加ＡＩ、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等教学内容，加强对医学高校图书馆 ＡＩ产品的操
作实践，培养掌握 “图书馆 ＋ＡＩ”横向复合型
人才。

提升读者 ＡＩ知识素养。医学高校图书馆可通
过线上培训、线下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使读者

了解ＡＩ基础理论、ＡＩ对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影响、
读者和ＡＩ产品的交互方式、算法收集个人数据的
方式等知识，提升读者 ＡＩ知识素养，减少读者疑
虑，培养读者自主利用 ＡＩ产品服务自身需求的
意识。

５　结语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应用将更好地实现知识
普及与信息传播、知识挖掘与情报生产，满足医学

高校师生和研究人员更广泛的需求，也使图书馆员

更专注于知识组织传播与引导、用户需求评估，助

力 “新医科”建设。当前 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
应用处于初级阶段，制度完善、公共数据集建立与

ＡＩ产品改进、ＡＩ人才培养教育等多措并举，将更
好地助力ＡＩ在医学高校图书馆的实践。

参考文献

１　仇晓春新医科建设背景下的医学高校图书馆工作思考

［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ｘｓｔａｒｃｏｍ／

Ｎｅｗｓ／２ａ２７８２９１００１ｃ８３ＸＸＸＸ？ｐｉｎｓｔ＝１ａｄ６９１ｃａ００００ｃｃ０ｂｃｅ．

２　茆意宏人工智能重塑图书馆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

２０１８，３６（２）：１１－１７．

３　王鹤，杨霏，张雪娇“十四五”时期医学院校图书馆

智慧服务分析与思考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２

（１２）：７５－８０．

４　涂新莉“互联网 ＋”背景下２４小时智慧中医药图书

馆构建思路探讨 ［Ｊ］．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２０１８，４２（１）：１－４．

５　新乡医学院图书馆 ＲＦＩＤ智能馆藏管理系统 ［ＥＢ／

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ｘｘｍｕｅｄｕｃｎ／ｌｉｂ／

ｂｇｊｊ／ｂｇｇｋｈｔｍ．

６　宁夏医科大学图书馆 ｗｏｒｌｄｌｉｂ人工智能在线咨询

［ＥＢ／ＯＬ］．［２０２３－０２－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ｘｍｕｅｄｕ

ｃｎ／ｔｓｇ／ｉｎｆｏ／１０１１／１２３３ｈｔｍ．

（下转第１０３页）
·４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３年第４４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３，Ｖｏｌ．４４，Ｎｏ．６



重要作用。同时，考虑到该专业学生接触医学信息

系统的机会较多，设计医学信息系统实训项目以帮

助学生观察整个系统的功能架构，理解医学信息的

处理流程。

３４　局限性

虽然实验组和对照组均采用形成性评价方式，

但成绩构成并不完全相同，对最终成绩会造成一定

影响。新增的小组汇报、课堂讨论、ＰＢＬ和实践环
节都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实际上能够体现学生出勤

情况，也能反映出其学习效果，因此适当降低 “出

勤”和 “学习报告”的百分比是合理的。此外，

“理论＋实践＋ＰＢＬ”混合教学模式在推广过程中将
面对一定挑战。因为一般而言 ＰＢＬ适用于小班授
课，实践需要在计算机房或仿真实训室进行，两个

环节都对学生人数有较严格限制，如何在修学人数

较多或者采用大班教学时运用ＰＢＬ和实践理念促进
学生学习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４　结语

医学信息学是信息科学和医学相交叉的学科，

课程知识体系庞大，概念框架复杂，为使学生更好

地学习课程内容，本研究设计了 “理论 ＋实践 ＋
ＰＢＬ”混合教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式可以明
显促进学生开展自主学习，通过理论、实践和 ＰＢＬ
环节的讨论交流以及实训操作，学生对课程知识有

较深的印象和体会，获得较好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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