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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探讨推动医学图书馆数智化服务进程。方法／过程 基于智慧图书
馆在学科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结合医学专业特点，从数智服务、资源集成化、教学可视化和科研服务自

主化４个维度，梳理医学院校智慧图书馆助力教学、科研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探索。结果／结论 综合运用人工
智能、智慧管理等技术手段，可提升医学图书馆的运营效率、服务质量、科研服务水平，满足用户多元化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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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智能技术推动了智慧图书馆的创新与发展。智慧

图书馆建设需要智能技术的支撑，以实现人和物的互

联互通，在 “以人为本”理念下提供智慧服务［１］。

随着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在全国搭建图书馆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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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资源共享取得重要进展。２０２０年国家图书馆
提出建设 “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近年来该体系进

一步转型升级，通过重组业务、整合资源，致力于打

造知识服务生态，提供智慧服务［２］。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５Ｇ、大数据、区块链、
云计算的广泛应用，以及智慧地球、智慧国家、智慧

城市、智慧社区、智慧校园、智慧医疗等 “智慧”

概念的相继提出，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演进已成为

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中国知网中以 “智慧图书馆”“学科服务”为

关键词，检索２０１２年至今相关文献。结果显示，智
慧图书馆在学科服务中的研究与应用论文数量逐年增

长，“智慧图书馆”“高校图书馆”“智慧服务”“学

科服务”内容占主要部分；主要研究热点为大数据、

数字图书馆、人工智能、阅读推广、服务模式 （如

知识服务、信息服务）等。然而，增加 “医学”

“医学学科服务”或 “医学图书馆”主题词后，仅

检索到少量相关文献，表明医学院校图书馆在智慧

化、数智化学科服务方面的应用尚处在起步阶段，

有待深入探索。本研究以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 （以

下简称图书馆）为例，从数智服务、资源集成化、

教学可视化和科研服务自主化４个方面阐述图书馆
的服务内容、智慧图书馆在医学院校助力教学、科

研的创新举措与实践探索。

２　数智服务

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南方医科大学的教

师、医学生和南方医院、珠江医院的医护人员。面

对在校医学生、临床医生及教师的多样化需求，图

书馆提供了多元化的服务，包括借阅服务、自助服

务和云端智能机器人。借阅服务依托移动图书馆，

便于通过各种手持移动设备或个人计算机访问图书

馆已购买的电子资源，查询、了解馆藏书目信息，

有效解决校外无法使用图书馆资源的难题。自助服

务包括研讨室预约、在线选座、自助上机、自助借

还、自助打印复印及扫描。云端智能机器人采用与

ＣｈａｔＧＰＴ［３－４］类似的技术，具有人工智能对话、导
航定位、感知和行走等功能。学生可利用其智能对

话功能检索文献、梳理学习内容，精炼医学知

识［５］。基于导航定位功能，云端智能机器人可提供

馆内导航、图书期刊智能引领、书籍内容智能导

航、医学知识语音图片查找及校史馆讲解等服务。

该机器人还可提供图书搬运［６］、盘点、整理扫描等

服务，将读者需要的书籍送至指定地点，并收回需

归还的书籍。针对南方医科大学各学院专业特点，

图书馆为每个学院配备１～２名学科馆员，提供学
科馆员服务。基于 “资源、管理、服务、技术”

“四位一体”模式［７］构建学科服务框架，见图 １。
图书馆数智化学科服务具有 ３大特色：资源集成
化、教学可视化、科研服务自主化。

图１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学科服务框架

３　资源集成化

３１　优质医学信息平台

图书馆汇聚丰富、优质的医学信息平台，如

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ｃｃｅｓ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数

据库等。Ａｃｃｅｓ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 ＡｃｃｅｓｓＳｕｒｇｅｒｙ包括知名

医学著作、医药信息库、及时更新的医学资讯、数

以万计的诊断图像、海量视频和音频学习资源，以

及互动式定制课程、自我测试和评估工具、案例分

析等功能，搜索功能全面。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是全球

领先的循证医学数据库，包含不同类型的高质量、

独立的证据来为医疗决策提供信息，为卫生保健决

策者、临床医生、研究人员、教育者提供高质量的

系统评价。

３２　自建数据库、机构知识库

为推广 “电子书包”理念，加快 “无纸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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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建设，图书馆在教务处的协助下，收集、整理各

学科授课教师的讲义，并与相关技术公司合作，进

行扫描、编码加工等数字化处理，创建南方医科大

学专业课程电子教材库 （简称南医教材教参库）［８］。

自建数据库还包括南方医科大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南医机构知识库、学科资源网、南医院士文库。为

推动本校知识资产的收集、管理、再组织、传播和

合理利用，图书馆基于开放理念的新型知识组织与

传播模式，构建南方医科大学机构知识库。采用

ｎｅｔ技术建立学科资源网，收录学校购买的２２万

种外文电子期刊和 １４万种外文电子图书的全部

信息。

３３　考试资源数据库

图书馆提供的考试资源数据库包括 ＶＩＰＥｘａｍ数

据库和中国医院考试系统等。学生可通过 ＶＩＰＥｘａｍ

数据库下载各科历年真题试卷和模拟试卷，还可进

行在线测试，查看正确答案和知识点解析。 “我的

题库” “离线答卷” “错题库” “错题重组卷”是

ＶＩＰＥｘａｍ数据库的特色功能，“我的题库”中可以

保存试卷，以便重新测试或分析总结［９］。

４　教学可视化

４１　Ｐｒｉｍ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３Ｄ解剖及生理数据库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各学科的基础，为丰富教学

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图书馆引入 Ｐｒｉｍ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

３Ｄ解剖及生理数据库。该数据库以真实人体的磁共

振成像数据为基础，建立全面准确的３Ｄ立体模型，

并提供详尽的文字解读、临床案例分析、学习目标

与试题集［１０］。师生可通过三维动画观看精确的人体

解剖模型，详细了解其结构与功能、生物学特性、

手术操作过程等信息。应用 Ｐｒｉｍ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３Ｄ后，

学生能直观、准确地掌握人体解剖学知识，教学效

果显著提升。

４２　ＪｏＶＥ（实验视频期刊）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创刊的 ＪｏＶＥ（实验视频期刊）是

全球首例视频期刊，其特色在于综合多种媒体优

势，利用视频技术清晰而直观地展现生命科学实验

的复杂细节［１１］。图书馆已开通 “科研”模块下生

物、医学、化学、癌症研究等 １３个学科专辑，助

力教师教学可视化实践。

５　科研服务自主化

５１　研究前沿推送服务

为及时发布南方医科大学专家教授研究成果，

扩大其学术影响力，图书馆在主页 “科研支持”栏

目下增设 “南医研究前沿”和 “南医院士文库”专

栏，介绍院士及专家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针

对读者推荐可供借鉴和引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等重要信息。

５２　专利信息服务

依托图书馆数据资源优势，成立南方医科大学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以专利信息服务为重点，

推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１２］，为学校科研人员、师

生、管理人员等提供全方位的专利信息服务，包括

专利检索、查新、分析及预警 （行业技术分析、机

构竞争力分析、专利预警）、培训、咨询等［１３］。

５３　决策信息服务

为便于管理决策，图书馆检索科学引文索引扩

展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Ｅ）

并整理学校作者发表的ＳＣＩ－Ｅ收录论文，检索ＥＳＩ

数据库获取相关高水平论文、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

文并及时公布［１４］。决策信息服务主要包括：ＳＣＩ月

收录动态，ＥＳＩ排名、高水平论文、基础知识，ＥＣＩ

期刊列表、期刊评价，ＳＣＩ动态，人才评估，学科

分析服务。

５４　参考咨询服务

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为医学生、医学科研人员提

供科研支持，主要包括查收查引、科技查新、专利

查新、论文重复性检测及文献传递。为方便读者，

２０１８年推出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平台，可２４小时不

间断接收读者在线提交的检索申请。２０２１年增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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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报告模式，为读者提供灵活的报告获取方式。

２０２２年启用ＷＩＴＳ科研成果信息服务平台，为读者
提供检索报告加急渠道。信息化平台的使用为读者

提供了更便捷、直观的信息检索服务指引，报告申

请便捷，实现文献选择自主化，提高了信息检索服

务效率。

５５　Ｕｉｂｏｔ技术服务

Ｕｉｂｏｔ是一款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工具，其结合可
视化设计和小量源码编写，模拟人工操作，能够简

化和自动化各种复杂的计算机操作，提高工作效

率［１５］。可将其应用于查收查引报告的数据录入、自

动抓取、过滤、分类和数据处理，通过建立多个子

任务，在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平台和 ＷＩＴＳ科研成果
信息服务平台自动完成数据采集并生成报告，提高

了报告生成率和数据正确率，满足了读者的自主化

需求。

６　医学智慧图书馆发展思考

鉴于生物医学信息的快速更新，医学高校图书

馆应以医学生、医生、教学科研工作者的需求为中

心，瞄准健康中国建设目标，建立智慧化学科服务

创新模式。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可利

用各种媒体平台提高教学、科研服务水平，如利用

ＷＡＰ网站、微信、微博、Ａｐｐ等为读者提供电子资
源阅读等移动服务，利用小红书、Ｂ站等提供教学
视频、学术资源推送等学科服务，利用医学相关网

站如Ｍｅｄｓｃａｐｅ、Ｏｓｍｉｓｉｓ、Ｒａｄｉｏｐａｅｄｉａ等提供医疗新
闻、疾病诊治信息等。还可根据医生和医学生白天

工作、晚上学习的特点，建立人工智能 ２４小时文
献传递平台，实现实时传递。

此外，馆员的信息素养和专业技能是图书馆学

科服务的重要保障，医学院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既要

掌握图书馆专业理论知识和检索技巧，还要熟悉医

学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医学专业知识储备。医学

学科馆员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持续参与学院的

学术论坛、科研讲座、临床技术等常规培训，学习

并了解相关研究进展和学科前沿，嵌入到学术科研

领域，为读者提供精准化学科服务［１６］，主动挖掘和

发现医学生、医学工作者的需求，不断提升学科服

务能力。

７　结语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智慧

管理等技术手段，提升了运营效率、服务质量、科

研服务水平，满足了用户的多元化需求。未来将结

合生物医学、临床专业特点，构建融专业化教学、

科研、技能于一体的实践空间，推动服务模式创

新。数智时代的医学图书馆学科服务应满足教学、

医疗、科研人员信息需求，依托人工智能先进技

术，完善数智化精准服务体系、打造数智化学习空

间，积极推进医学图书馆数智化服务进程。

作者贡献：蒋毅萍负责前期调研、论文撰写；蔚梁

震天负责前期调研；黄晓容负责资料收集；夏旭负

责论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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