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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

迟　明

［摘要］从人力资源配置、管理观念、馆藏建设、资源共建共享和职业道德等 ５个方面分析了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的现状，从人

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能力等方面对如何提高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进行了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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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图书馆是医院临床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

的重要信息资源集中地，是医务人员掌握最新医学

前沿领域知识的来源之一，是医院员工继续教育和

提升自身素质的重要场所。 医院图书馆只有不断

提高服务能力，才能在新的技术资源环境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１　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现状
１．１　馆员素质不高

近几年医院图书馆人员的学历结构明显改善，

知识层次显著提高，越来越多有医学背景、懂信息

资源管理的人员或掌握计算机、多媒体信息技术的

人员充实到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中，但图书馆员队

伍的整体专业能力和服务能力偏低。

１．２　重技术不重视人才

许多图书馆在资金投入上仍偏重于现代技术

资源和设备、馆内设置等物质资源的建设，对人员

流失和人不能尽其才的现象重视不够，对人员培

训、人力资本的投入严重不足，与信息技术发展对

人才的要求失衡。

１．３　信息服务投入方式不同制约读者获取信息

现代医院图书馆以网络为基础，借助现代信息

技术进行管理和服务，极大地拓展了读者获取信息

资源的领域、范围和空间。 但仍有不少医院图书馆

由于人员、设备和管理的投入方式不同，导致读者

获益不均，读者的信息获取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１．４　缺乏协调导致资源共享不畅

医院图书馆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缺乏横向交流

协调协作机制。 有些医院图书馆与医学院校的信

息资源，但由于知识产权、经费等问题导致共享程

度不深或根本没有共享。

１．５　馆员职业道德教育有待提高

医院图书馆越来越重视提高馆员的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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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职业道德的指导不足。 馆员对“读者第一，服

务至上”的职业信念领会不够透彻，一些馆员敬业

精神不足，缺乏工作目标和热情，工作上以自我方

便为主，“方便读者”多是停留于口号和形式。

２　医院图书馆服务能力建设

２．１　加强人力资源的管理

２．１．１　确立“人本管理”理念

“人本管理”理念既是“以读者为本”，又是“以

馆员为本”。 它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组织的

重要资源，把组织内全体成员作为管理主体，充分

开发和利用组织的人力资源，服务于组织内外利益

相关者，从而实现组织成员个人目标的管理理论和

实践活动［１］ 。 它重视馆员的作用，尊重知识，充分

调动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使馆员处在一

个相互沟通、相互信任的工作环境。 它增强馆员的

主人翁意识，使其充分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存在，引

导馆员产生积极的自主管理意识和工作效果，实现

图书馆发展与馆员个人发展相一致的理想，实现图

书馆留住读者、吸引读者、服务读者的目标。

２．１．２　建设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

医院图书馆要培养和引进具有情报分析能力、

生物医学背景、计算机管理知识和图书馆管理以及

信息资源管理能力的馆员，以便能够及时、准确地

为读者提供知识服务。 具备一定的人文修养、沟通

能力的知识型医学图书情报专业人才，才能为医院

发展提供信息来源和决策支撑。 近 １０ 年，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该院）图书馆在医院的支

持下，不断引进复合型专业人才，逐步拓展图书馆的

服务空间和服务方式，为医院管理者制定政策和方针

提供科学依据，为临床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提供最新

的医学信息，深受医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欢迎。

２．１．３　加大继续教育力度，实现公平竞争

医院图书馆应根据馆员的兴趣、能力、知识层

次和结构，加强继续教育，为馆员创造获知本行业

最新理论和动态的机会，不断更新其知识结构，培

养和造就医院图书馆的复合型人才；将“人本管理”

与现代医院图书馆制度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激励机

制、竞争机制、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进行精细的规

范化管理；营造“公正平等、自由竞争、合理流动”的

管理环境，充分体现“能力为本”原则；实行规范的

岗位聘任制，让每位馆员都有事业心、责任心和紧

迫感，进而实现岗位目标，强化团队凝聚力，提高服

务质量，满足读者需求［２］ 。

２．２　提高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能力

２．２．１　建立临床专家、学科与专科信息知识库

隐性知识是医疗机构临床工作中最具价值的

知识形态，决定临床工作质量和知识创新能力。 建

立信息知识库，将每个临床人员的专业特长、工作

经历、科研和论文等基本信息，各学科与专科的检

查、治疗和会诊的规范和制度，科室学术活动、新技

术新项目等收集整理，建立内部知识管理交流平

台，方便员工便捷查询共享，提升医院员工内在软

实力，提高医院凝聚力［３］ 。

２．２．２　建立特色学科数据库

学科建设是医院建设的重点，重点学科带头人对

该学科领域的信息需求量大且专深，建立可满足学科

和专家信息需求的特色数据库。 数据库创建方式可

采用图书馆与学科和医学专家共同参与、合作创建的

模。 我馆利用包括 ４００余名专家在内的信息数据库，

通过电话、邮件、ＱＱ、ＢＢＳ 等方式为学科带头人和专
家定期、准确地推送信息资源，使专家和学科带头人

能够顺利而高质量地完成科研和学科建设任务 ［４］ 。

２．２．３　加强临床学科馆员建设

临床学科馆员应参与临床医学研究和实践的

各环节，了解和掌握临床医务人员的临床经验、诊

疗能力和技巧等，总结临床隐性知识，利用知识管

理的方法，将个人经验、技术技巧和最佳证据整合，

变隐性知识为显性知识，以点带面，提升医院整体

医疗科研教学质量；与临床医务人员建立密切联

系，了解医务人员特别是重点学科和学科带头人的

信息需求，主动展开全方位信息服务，充分发挥图

书馆的科研支持功能［５］ 。

２．２．４　开展个性化信息服务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快速发展，图书馆根据用户

的信息使用行为、习惯特点及特殊要求，提供个性

化信息服务已成为提升图书馆服务层次的有效手

段［６］ 。 我馆提供的“我的图书馆”（ｍｙ ｌｉｂｒａｒｙ）个性
化功能，根据读者学科及科研项目，建立专题网页

进行学科导航服务，提供个性化数字资源，用户可

随时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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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　加强医院图书馆网站建设

我馆网页通过分类、组织、顺序化管理及展示，有
效整合了医院实体馆藏资源和数字资源以及互联网

相关学科资源。 如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Ｏｖｉ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Ｎａｔｕｒ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等数字资源
与 ＰｕｂＭｅｄ整合链接，构建快捷检索平台，用户既可

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和查找相关信息资源，又可以了

解图书馆的服务。 借助网站开展网络咨询服务，读

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通过邮箱咨询，并很

快获取结果和答复［７］ 。

２．２．６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加强区域内医学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 根据

医学专业特点，我馆与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解

放军医学图书馆、北大医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

馆等建立了馆际资源互借、文献传递等合作关系，

互相协作，共享资源，拓宽学科服务范围，满足读者

信息需求。 我馆建立了院内信息化管理平台和学

科服务信息平台［８］ ，医院员工可通过院内网随时检

索，进行讨论和交流，实现了信息互补与共享。

３　结语

网络环境下医院图书馆要不断更新管理和服

务观念，根据医院发展和用户信息需求，加强医院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管理，使信息服务向多元化
转变，利用馆内人力资源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和知识

层次的深度扩张，提升医院图书馆信息服务质量，

促进医院图书馆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１］　王卫文．引入人本管理理念，加强对医院图书馆的管理［ Ｊ］．医
学信息，２０１１， ２４（９）：２８－３０．

［２］　林少晖．试论网络环境下医院图书馆管理创新［ Ｊ］．医学信息
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５）：５９－６１．

［３］　李树松，于微微，胡西厚．医院知识管理背景下的医院图书馆

建设［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３７－３９．

［４］　迟　明．医院图书馆学科馆员在医院学科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７）：１３－１５．

［５］　王菊明．学科馆员的学科化服务策略［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
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１０）：４０－４２，４８．

［６］　程　杰．医院图书馆读者需求调查［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
志，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３０－３１．

［７］　梁晓婷，李智华，李　荣．医院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 Ｊ］．中国
病案，２０１１，１２（８）：４１－４２．

［８］　薛晓芳，陈　锐，何　玮，等．解放军医学图书馆的学科化服务

［ 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４）：９－１１，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０７］

［本文编辑：刘桂玲］

　　（上接第 ４９ 页）

学科馆员自我管理的过程，是智慧和品德的修

养过程，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学科馆员要根据

自己的情况，将自我反思、自我学习、自我协调综合

运用于修炼实践，逐步提升自己的自我管理能力。

学科馆员是图书馆最核心、最重要的团队；学科服务

是全馆服务体系中的一部分，也是全馆最关键、最有

价值的服务［９］ 。 学科服务任重道远，自我管理也不

会一蹴而就。 学科馆员要有“雄关漫道坚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的豪迈气概，寻求自我突破、自我发展，

在转型过程中始终保持活力，在推动学科服务可持

续发展和图书馆向知识服务转型中，实现自我价值

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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