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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探讨医院图书馆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开展学科服务的途径。方法／过程 从参考咨询、信
息素养教育、学科资源建设、科研支持、管理与决策支持服务等方面总结医院图书馆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开

展的学科服务，详细阐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图书馆基于科学知识图谱优化学科馆员专业素质、读者信

息素养教育、科研支持服务等方面的具体实践。结果／结论 医院图书馆应提升馆员对科学知识图谱的解读能
力，综合运用数据库文献可视化分析功能和人工智能科研辅助工具，保证学科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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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学科服务的基本业务包括常规参考咨询、学科资

源建设、信息素养教育、科研支持、管理与决策支持

等［１］。在大数据背景下，图书馆服务逐步向适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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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移动化环境的知识型服务转变［２］。学科服务模

式从依赖于技术、工具和专业的文献信息服务，转变

为更依托于技术和学科馆员智慧的知识服务［３］。知

识的创造包括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社会化、从隐

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外显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

的组合以及从显性知识再到隐性知识的内隐化这４个

过程［４］。学科馆员提供知识服务就是要在 “数据 －

信息－知识－智慧”的知识管理过程中，围绕知识

创造的过程，满足读者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求的相

关服务，最终建立智慧型的学科服务体系［５］。

医院图书馆承担医学信息的支持保障和引导功

能，通过对临床医学知识信息资源的加工、整理，

开展多层次多方式的读者服务工作［６］。学科馆员要

基于读者的临床诊疗、科学研究、临床教学和医院

管理等不同需求提供学科服务。

陈悦等［７］引进基于科学文献计量学的科学知识

图谱，通过可视化软件对包括研究论文在内的文献

进行结构化处理后，对主题、关键词、作者、机

构、来源期刊等进行可视化聚类图谱展现，从而揭

示科学知识领域的动态发展规律。科学知识图谱的

生成过程，体现了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的转化过

程，帮助研究者了解学科或知识发展脉络及现状、

预测研究方向，从而生成智慧、知识再生的有效途

径。科学知识图谱已在图书情报、医学等多个学科

中得到应用，是学科馆员开展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

实践的工具之一。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应认识到科

学知识图谱的特有功能并加以应用，但目前尚未形

成可行的实践模式。本文从参考咨询、信息素养教

育、学科资源建设、科研支持、管理与决策支持等

学科服务业务内容角度，探讨医院图书馆开展基于

科学知识图谱的学科服务模式，并加以实践佐证。

２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开展学科服务

２１　参考咨询和信息素养教育服务

医院图书馆提供参考咨询和信息素养教育的最终

目的是满足读者在临床、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对

于提升文献信息自主获取和使用转化能力的需求。医

院图书馆应将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相关内容纳入参考

咨询和信息素养教育服务。常用的可视化分析软件工

具包括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Ｕｃｉｎｅｔ、ＣＬＵＴＯ、ＢＩ

ＣＯＭＳ、Ｎｅｔｄｒａｗ和ＳＰＳＳ等。常见的服务形式包括软

件推介、安装使用方法或培训资讯等。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利用微信公众号介绍常见可视

化文献计量分析软件，成立培训团队为读者提供相应

培训，拓展了学科服务内容。

２２　学科资源建设服务

医院图书馆围绕医院重点学科建设目标开展学科

资源建设服务，目的是通过优化学科资源分布，为学

科发展提供分层次、具备前瞻性的文献信息保障。利

用科学知识图谱，研究者可以对学科发展脉络、学科

研究热点、学科研究现状、学科发展趋势做出分析或

预测。因此图书馆可以按照学科主题，对高质量文献

可视化分析，生成科学知识图谱及结论，形成特色馆

藏，以医学信息推送的方式服务于读者。随着人工

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技术的发展，在科

研辅助系统中嵌入 ＡＩ技术，逐步实现知识图谱自

动生成、智能化主题分析、ＡＩ辅助选题、ＡＩ翻译

润色等功能，但其适用性有待用户不断实践检验。

图书馆需要跟踪文献数据产品的技术发展和功能实

现，寻求数据产品与学科发展、读者需求之间的契

合点，不断完善学科资源配置，深化学科服务。

２３　科研支持服务

医院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科研支持服务涵盖科

研全过程，嵌入从科研选题、研究实施、研究论文

撰写发表直到研究成果转化等多个环节。基于科学

知识图谱提供的科研支持服务包括最新医学信息追

踪、经典论文推荐、研究热点分析、研究前沿预

测、投稿荐刊等。此外，图书馆学科馆员可发挥文

献检索和软件使用技能优势，与临床研究人员合作

完成科研项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图书馆与骨科合作，基于

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对生物医学领域３Ｄ打印进行了科学知识

图谱分析，从组织工程支架、临床应用和药物制剂

应用等方面分析研究热点［８］。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

图书馆员的科研能力，更是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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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２４　管理与决策支持服务

医院图书馆可以通过医院机构数据库和科学知

识图谱为医院的学科管理和科研管理提供决策情报

支持服务。首先协助医院科研部门建立机构知识

库，整合管理医院科研成果数据。其次在机构知识

库中嵌入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技术，通过合作

网络直观展示医院科研成果分布，揭示医院与外部

科研单位合作、医院内部学者与学者、科室与科

室、学科与学科之间合作的潜在规律，为医院构建

跨学科科研团队提供数据参考。通过学者、主题聚

类直观展示学者的研究方向和重点，为促进学者教

学与科研合作提供参考。通过学者的科室分布，为

科室科研团队管理、科研骨干培养和科研方向选择

提供数据支持。基于全院研究成果数据，形成不同

科研主题知识图谱，为科研管理部门提供本机构科

研现状和科研队伍分层次精准管理参考。最后，对

标国际学科发展现状，分析本机构学科发展的优劣

势，提高本机构学科发展决策的针对性。

３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开展的学科服务实践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是一家以诊治肿瘤为主

的综合性三甲教学医院。自 ２０１９年开始，图书馆

为医院临床、教学和科研提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

学科服务。

３１　提升学科馆员专业素质

在医院经费支持下，先后派馆员赴大连理工大

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参加科学知识图谱技术培训，掌

握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ＯＳｖｉｅｗｅｒ和ＳＰＳＳ软件的基本使用方

法。及时关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的最新版本信

息，了解其新增或优化功能及使用方法。

３２　读者信息素养教育

利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和读者群组介绍文献可视

化分析软件和相关应用论文。通过数据库检索培训课

程加强相关知识传播，如将 “文献可视化分析”和

“科学知识图谱”作为检索词案例。此外，学科服务

团队深入挖掘用户需求，主动提供个性化信息素养教

育服务。例如，在２０１９年曾使用 ＣｉｔＳｐａｃｅ软件分析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知网收录的医学相关论文，发现

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对护理主题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的

研究论文不断产出；考虑到本机构护理科研整体水平

不足，重点向护理团队推荐科学知识图谱研究方法和

技术，拓宽其研究思路并在实际应用中提供检索建

议，有效提高了该团队的信息素养。医院护理科研

团队关于手术烟雾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研究论文已

被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ｏＳ）数据库收录［９］。

３３　科研选题服务

３３１　联合应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和数据库科研分

析功能　应读者要求，以ＷｏＳ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

“肿瘤转移”相关文献。以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

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Ｎｅｏｐｌａｓｍ 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Ｎｅｏｐｌａｓｍ

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ＯＲ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为检索

式，共检出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相关论文４６４７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去重功能，纳入论著和综述共 ４５２７篇。

运行参数选择默认，词汇来源选择主题、摘要、关

键词。聚类形成细胞凋亡、磁共振成像、免疫疗法

等１１个关键词类团，涵盖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多

方面内容。突显词共有 １５个，见图 １。其中 ２０２１

年成为突显词的有断层摄影术、放射疗法、同步放

化疗、射频消融术、胰腺、受体、细胞增殖、正电

子发射断层扫描、解剖、上皮细胞 －间充质转化。

２０２２年成为突显词并延续到２０２３年的包括 ｍｅｔａ分

析、淋巴结切除术、生存分析、子宫颈肿瘤和 ＰＥＴ

－ＣＴ。结合关键词聚类和突显词分布，读者拟选择

“影像学对肿瘤转移的预测作用”作为研究方向。

进一步以 “影像ＡＮＤ肿瘤转移 ＡＮＤ预测”为检索

式检索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时间限定为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年。利用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功能，分别进行

主要主题词和次要主题词的共现矩阵分析。通过与

读者共同研读最新核心期刊论文，学科服务团队建

议读者选择医工融合方向，以 “基于临床、影像组

学及深度学习构建某肿瘤转移的预测模型”作为

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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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ＷｏＳ收录 “肿瘤转移”

论文突显词分布

３３２　联合应用数据库科研分析图谱及ＡＩ智能问
答工具　针对读者对心理护理研究热点的咨询，检索
中国知网的学术前沿热点与趋势分析平台，根据检出

的知识图谱为读者提供简要的研究热点分析。读者根

据研究热点，拟定科研选题为 “护理干预如何对肿

瘤患者自我效能发挥正向作用”，并要求获得简要的

立项可行性分析。鉴于中国知网提供的科学知识图谱

以主题词或主题词组合形式作为聚类标识，分析其逻

辑关系需要肿瘤护理专业知识和一定的时间，为弥补

馆员专业知识的不足并节约时间，使用玉京医学知识

系统小程序的ＡＩ科研辅助服务模块完成任务。首先
选择课题发现功能，在指令框输入 “肿瘤患者自我

效能护理干预的研究”，ＡＩ在１～３秒开始显示答案，
提出８个研究方向。读者决定选择第１个研究方向，
即 “数字健康技术在提升肿瘤患者自我效能中的作

用”。学科服务团队随即使用课题验证价值功能验

证。在指令框输入 “在线社区、可穿戴医疗设备、

肿瘤患者、自我效能”，ＡＩ快速给出答案，肯定其
研究价值，并提出包括 “患者支持和心理健康”

“科技接受度与应用”等多个研究角度。在ＡＩ辅助
科研选题服务中，学科服务团队向读者演示了小程

序的使用方法，在检索词方面给出专业建议，使读

者获得了良好的学科服务体验。

３４　为医院科研管理决策服务

学科服务团队基于机构知识库论文数据为医院

重点学科和科研团队提供学科分析［１０］。先后为医院

的肿瘤内科、病理科、乳腺外科、护理学等学科团

队提供学科分析报告。内容包括特定时间段内的总

发文情况、年度发文趋势、重点发文期刊、高频发

文学者、研究主题分布、高影响论文等内容。其中

研究主题分布和合作者分布等数据以机构知识库嵌

入的云图和科学知识图谱形式呈现。学科分析报告

为科研管理部门和科室主任了解该学科或科室的科

研现状提供数据，为制定科研团队分层管理规范提

供参考。同时，学科服务团队基于国内研究和医院

研究对比分析，帮助科研人员确定具有竞争力的研

究主题方向。撰写护理学学科分析报告时，发现一

篇关于护理证据总结的高质量论文。学科服务团队

通过检索分析国内外该类论文，认为该研究方法值

得推荐，于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对该论文重点推荐，

得到护理部的高度认可。再通过对国内相关学者的

分析，向护理部推荐了兰州大学循证医学研究所的

田金徽教授团队进行科研合作。

３５　学科服务建议

图书馆员提供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学科服务，是

将文献和数据中的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或者梳

理并提炼显性知识的方法之一。由于馆员能力和软件

技术各有优劣，必须融合各自优势以提供更好的学科

服务。图书馆员自行检索文献并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生成科学知识图谱耗时长，对于馆员技能要求高；但

可以根据需求进行不同条件的设定、清洗关键词、调

节图谱状态，因此分析角度更全面。数据库提供的科

研分析功能可以即时反馈，但由于不能清洗关键词，

不支持输出图谱编辑，欠缺严谨性和灵活性。ＡＩ智

能问答系统能够根据读者的问题或检索词，快速给出

答案并能提供相关提示问题和论文推荐，有效帮助用

户拓宽科研思路；但是在用户提问有效性方面有待

提高，推荐内容不能涵盖该领域所有重要文献，还

易使用户产生依赖，降低独立思考能力。因此，学

科馆员必须提升个人信息服务能力，一是提高对图

谱隐含知识关系专业解读的能力；二是提高综合灵

活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数据库科研分析功能

或ＡＩ科研辅助工具的能力。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依

托医院机构知识库，整合科研成果，通过统计分析

为医院的科研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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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医院图书馆开展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学科服务，

既有助于满足医院临床、科研、教学和管理的需求，

也是图书馆员职业价值的体现。科学知识图谱能够帮

助馆员实现从文献服务的学科服务到知识发现的学科

服务转变，是数据驱动和技术赋能的精准化学科服务

的实现路径之一。构建医院机构知识库，整合科研

数据，嵌入可视化分析功能，进行医院学科分析，

将是医院图书馆学科服务能力的主要体现。

医院图书馆必须重视知识管理相关素养教育，

做好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专业人才的引进

和馆员职业培训，提升学科馆员知识发现和数据挖

掘软件工具的实用技能，以及对于数据产品知识发

现功能的评价和应用能力。医院图书馆必须建立并

完善学科服务模式，依托高质量学科服务队伍实现

高质量学科服务。随着信息技术更深入地赋能知识

管理技术，更智能化的迭代知识产品将得到应用。

学科服务也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挑战。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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