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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介绍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并探讨其对中国医院图书馆事业的启示。方法／过程 介绍美
国医院图书馆标准的沿革及其最新版本——— 《２０２２年医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实践标准》内容，并与其前一
版进行比较，阐述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的更新及其对中国医院图书馆事业的启示。结果／结论 美国医院图书
馆标准覆盖内容较全面，从性质、人员、服务和技术等各方面对医院图书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指导意见，

在提高对医院图书馆重视程度、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加强资源与服务区域化和共享、重视提高图书馆员专

业能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拓展虚拟图书馆空间、扩大服务范围和加强服务主动性等方面对中国医院图

书馆事业均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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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院图书馆是医学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担着为医院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提供文献保障和

信息服务的重要任务。由于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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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等级和规模差异，医院图书馆现状存在较大差

异。除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对图书

馆提出明确要求外，现有相关标准仅有 《广东省医

院图书馆管理条例》 《浙江省三级医院图书馆评估

标准》和吉林省 《医院图书馆管理规范》［１－２］。为

规范医院图书馆的服务和管理，促进医院图书馆发

展，有必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２０２２年１０月美国

医学 图 书 馆 协 会 （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ＬＡ）颁布新版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 《２０２２年

医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实践标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

２０２２）［３］。朱玲等［４］与张艳芬等［５］分别于２００３年和

２０１３年介绍旧版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本文介绍美

国图书馆标准沿革以及２０２２年医院图书馆标准的

内容和更新，并阐述其带给中国医院图书馆的

启示。

２　 《２０２２年医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实践标
准》的产生

２１　美国医院图书馆的产生

美国第１家医院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医院图

书馆建立于１７６２年，是由医生私人藏书延伸而来

的［６］。早期医院图书馆为美国医学界提供重要资

源。随着医院图书馆不断增多和壮大，其中一部分

成为医学院校图书馆。纽约医院图书馆馆藏后来成

为纽约医学会图书馆的组成部分［６］。截至 １８９８年

美国已有２４个医院图书馆和２４个医学院校图书馆，

同年ＭＬＡ成立。早期医院图书馆由医生或药剂师

兼职管理。１９３７年明尼苏达大学开设最早的医学图

书馆学课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为整个医院社区

提供服务的独立建制图书馆［７］。

２２　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沿革

２２１　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的产生　１９５３年由美

国图书馆协会、ＭＬＡ和特殊图书馆协会成员组成的

联合委员会颁布 《医院图书馆：目标与标准》，标

志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化模式出现［８］。１９５９年美国

退伍军人管理局出台 《医院图书馆绩效标准》，为

其管辖的医院图书馆绩效评估提供工具［９］。１９８３年

ＭＬＡ制定 《医院卫生科学图书馆最低标准》，提出

医院图书馆的定量原则、最低定量标准以及最低标

准的决定要素［５］。１９９４年 ＭＬＡ颁布 《卫生护理机

构图书馆与信息服务标准》，强调医院图书馆的主

要任务是提供 “知识信息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ＫＢＩ）”服务［５］。

２２２　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的成熟　在１９８３年和

１９９４年发布的两个标准基础上，２００２年 ＭＬＡ制定

并颁布 《２００２年医院图书馆标准》［１０］———包括 １０

项标准和４个附录，分别对医院图书馆的性质、地

位、服务目标、人员配置、开放时间、所需硬件设

施、物理空间条件和服务的合法合规性以及图书馆

员的条件、资格、所需能力和职责提出标准和建

议。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７年ＭＬＡ对医院图书馆标准进行

两次修订，先后发布 《２００２年医院图书馆标准的

２００４年修订版》和 《２００７年医院图书馆标准》，分

别在资源建设和信息技术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Ｔ）支持条件等方面进行补充［１１－１２］。

２３　２０２２年医院图书馆标准及其更新

为反映当今医院中可见的技术、环境和预算变

化，满足２１世纪医院图书馆及其服务机构的动态

需求，ＭＬＡ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颁布新一版标准。其目

的有两个：一是作为医院管理者、图书馆员、ＩＴ团

队和认证机构的工作指南，确保图书馆拥有有效满

足医院ＫＢＩ需求的资源和服务，支持循证实践、质

量和安全计划开发，并改善患者治疗效果；二是作

为医院图书馆的基准，以满足持续获得护理资源

ＫＢＩ需求，促进用户获取最佳实践证据，同时关注

对预算、空间和人员的限制。

新一版标准基本沿用 《２００７年医院图书馆标

准》的内容和形式，包括 １１项标准和 ４个附录：

标准１定义医院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地位 （独立部

门）和作用 （提供 ＫＢＩ服务）；标准２提出合格图

书馆员的资质条件；标准３提出医院图书馆人力资

源配置的依据和方法；标准４、标准６和标准７提

出图书馆员在提供 ＫＢＩ服务以外应承担的工作内

容，包括与ＩＴ团队合作、对信息需要的评估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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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等；标准５指出ＫＢＩ服务与医院各项工作密切

相关；标准８强调医院图书馆工作的合法合规性；

标准９规定医院图书馆需要提供全天候服务；标准

１０提出图书馆可以是实体和虚拟相结合的新概念；

标准１１提出医院图书馆应具备的基础 ＩＴ条件。４

个附录分别介绍多伦多健康信息联盟、图书馆系

统、健康科学图书馆咨询馆员和部分名词术语。

新一版标准在 《２００７年医院图书馆标准》基础

上有如下更新和补充：使用名词 “医院图书馆”或

“健康科学图书馆”代替 “医学图书馆”；强调合格

图书馆员的重要性，并补充图书馆员职责，包括支

持出版和遵守版权法、为图书馆制定需求评估和战

略计划以及规划物理和虚拟图书馆空间 （内部或互

联网资源）；在人员配置方法中补充 “服务等级”

因子；明确指出图书馆员需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 ＩＴ

应用项目和团队中；强调 ＫＢＩ服务在医、教、研各

领域的作用，并要求将服务对象扩大到医院各级员

工；提出新的 “实体＋虚拟”图书馆概念；参考大

量近年研究成果；将 “图书馆员”与 “图书馆”在

题名中并列，将标准１和标准７的主语 “图书馆”

变更为 “图书馆员”，进一步突显图书馆员的重

要性。

３　启示与建议

３１　提高对医院图书馆的重视程度，制定相关行
业标准

　　中国医院图书馆工作起步较晚，首个医院图书馆

专业协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于

１９９１年在北京成立，迄今仅３０余年［１３］。尚未出台

医学图书馆和医院图书馆的统一标准。为进一步规

范和促进医学图书馆和医院图书馆工作，有关部门

和行业协会应尽快制定相关国家统一标准和行业标

准，使工作有章可循，不断向国际先进水平靠近。

３２　加强医学资源与信息服务的区域化和共享

２０２２年医院图书馆标准要求美国医院图书馆在

区域内做到资源共享。目前在中国，医学院校及其

附属医院基本可实现资源共享，资源也较充分，而

大量非隶属于医学院校的独立医疗机构获得 ＫＢＩ并

不容易。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互联互通，使资源和服

务区域化，既可解决较低级别医院缺少图书馆和难以

获得ＫＢＩ服务的问题，也可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３３　重视并提高图书馆员专业能力

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始终强调 “依赖商业电子

资源获取临床信息不能代替合格图书馆员”，并对

“合格图书馆员”提出明确的资质条件。中国目前

对图书馆员和医学图书馆员均没有资质认证和学历

要求。相当一部分医院图书馆的馆员没有接受过正

规医学信息相关专业教育。只有建立医学图书馆员

认证制度，加强图书馆员的终身继续教育，才能培

养出具有专业能力的医学图书馆员，从根本上提高

医院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３４　合理配置医院图书馆人力资源

目前中国医院图书馆人员配置较随意。建议参

考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依据医院性质和员工数量

合理配备图书馆员和辅助人员，在保障服务的同时

减少人力资源浪费。同时建议参考加拿大卫生图书

馆协会提出的服务标准与人员配置表格，根据服务

对象人数和服务等级进行医院图书馆人力资源

配置［７］。

３５　拓展虚拟医院图书馆空间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用户远程访问电

子资源成为医院图书馆的主要服务方式。由于利用

率下降，医院图书馆物理空间不断被压缩。可以在

缩小物理空间的同时扩大虚拟图书馆空间，加强电

子资源建设，同样能提升ＫＢＩ服务能力和质量。

３６　增加面向患者和社区居民的健康知识服务

目前中国医院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院内临

床医生和科研人员。增加面向患者和家属的服务，

有针对性地进行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有利于

患者康复和医患沟通，通过阅读可缓解患者及家属

在治疗和等待过程中的焦虑情绪。面向社区居民的

服务，不仅可以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公众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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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还可以促进医院与周围社区的关系更加

和谐。

３７　围绕医院的医、教、研工作主动提供ＫＢＩ服务

医院图书馆员应改变目前被动提供服务的模

式，主动参与到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及时发

现并满足ＫＢＩ需求，助力一线工作人员解决所遇到
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作用，提升图书馆服

务绩效。已有医院图书馆在逐步实现向信息情报研

究中心和医院决策支持机构的转型［１４－１５］。

４　结语

美国医院图书馆标准发展较早，覆盖内容较全

面，从性质、人员、服务和技术等方面对医院图书

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指导意见；指出医院图书馆

的主要任务是为所在机构提供 ＫＢＩ服务；强调合格
图书馆员是不可替代的，不仅应符合较高的资质要

求，更要具备多项专业技能，承担除信息服务外的

ＫＢＩ需求评估、图书馆建设以及与 ＩＴ人员的合作等
各项工作；医院图书馆的人员配置应以医院规模和

科学计算结果为依据；医院图书馆的概念和服务随

ＩＴ行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和调整。美国医院图书馆
标准在提高重视程度、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加强资

源与服务的区域化和共享、重视并提高图书馆员专

业能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拓展虚拟图书馆空

间、扩大服务范围和加强服务主动性等方面对中国

医院图书馆事业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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