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增强科研人员的情报意识和检索文献的能力, 我们有针

对性地举行专题讲座,讲述医学文献检索工具书的使用和光

盘检索的操作技巧; 对一些申报科研课题的读者, 帮助他们

进行光盘数据库及一次文献的检索, 利用各种途径提高科研

人员的情报意识。

2. 4 做好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利用工作 现代医院的竞争

是医疗和服务水平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内外最

新医疗信息资料对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科研人员的科

研水平和更新教学人员的知识结构, 都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 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和传递利用工作, 是临床医

学图书馆员的重要职责。临床医学图书馆员应积极参与订

购期刊、书籍和有关医疗、科研与教学的其他文献资料,及时

把国内外最新的医疗信息和医疗技术设备信息传递给广大

医务工作者。同时, 应利用以高新科技为基础的电子技术、

文字处理和网络技术,使信息传递更加快捷。

2. 5 参与信息筛选及其质量控制 临床医学图书馆员应该

阅读所检文献,辨别和提取与临床问题相关文献的全文, 写

出简短的总结。为了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和新技术的发展, 图

书馆员应该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服务意识。图书馆员今

后的服务重点不仅仅是寻找信息, 而是在获得最好的信息

后,发现解决问题的答案, 并从众多信息中辨别文献的质量,

筛选出切题合适的文献为临床医师和卫生决策者服务。

2. 6 增强临床医护人员的信息意识 卫生部 关于加强医

学情报工作的意见 中指出, 医学科技情报工作是领导决策

科学化的重要依据, 是医药卫生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医疗工作者要在自己的学科前沿进

行科研,就必须查阅大量的文献, 掌握学科动态, 了解学术动

向,从而少走弯路,避免重复浪费。临床医学图书馆员要充

分利用图书馆, 扩大图书情报对医疗、护理、科研、教学的辐

射面 ,使更多的医护人员认识到, 21 世纪是以信息技术和生

命科学为主要标志的高科技发展的时代。医学信息将以几

何形式递增,大量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知识的时效性增

强, 终身职业 的时代已经结束, 社会将随之进入 终身教

育 的时代。

3 加强图书情报队伍建设,提高临床医学图书馆员素质

英国图书馆学家哈里森说过, 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图书

馆,如果没有能够充分挖掘馆藏优势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

员,也难以提供广泛的读者服务。 努力提高图书馆员的自身

素质是优质服务的前提。面对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日趋信息

化的激烈竞争,拥有丰富的文化和专业知识是图书馆员履行

职责、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条件。这就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有

广博的知识面,又要注重本馆的实际工作需要, 努力学习和

掌握图书馆学理论和科学管理知识, 积极参加各种有关学术

研讨与交流活动,提高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 熊志斌.我院图书馆的 临床医学图书馆员 服务 [ J] .医院图书

馆杂志, 1999, 8( 3) : 36.

[2] 刘 冰,邹 珊.医院图书馆读者心理特点及其服务对策[ J ] .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02, 11( 2) : 37- 38.

[3] 王昶飞.医院图书馆对临床科研工作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J] . 医

学情报工作, 2002, 22( 3) : 169- 171.

[4] 张轶群.医学图书馆员在循证医学实践中的作用 [ J] .中华医学

图书情报杂志, 2002, 11( 1) : 3- 4.

[5] 谢红卫.临床医学图书馆员模式在医学带教实践中的应用[ J ] .

医学情报工作, 2001, 21( 6) : 50- 51.

[本文编辑:王先林]

21 世纪图书馆的读者服务

陈 琼 华

(厦门大学图书馆,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分析了 21 世纪读者对信息需求的新特点, 阐述了适应新世纪条件下读者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关键词:图书馆; 读者需求;读者服务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3982( 2003) 03- 0022- 03

Reader service of libraries in 21st century

CHEN Qiong- hua ( L ibrary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eatures of readers! information needs in the 21st century are analyzed, and the contents

and means to meet reader service are described.

Key Words: Readers; Readers! information needs; Reader service

收稿日期: 2002- 10- 14

作者简介:陈琼华( 1963- ) ,女,福建厦门人,大专,馆员,发表论文 5篇。

∀22∀ 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2003 年 5月 第 12卷第 3 期 Chin J Med Libr Inf Sci, May 2003, Vol 12, No. 3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56405?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展望 21世纪, 建立在广泛使用计算机、通信技术和信息

处理技术之上的现代图书馆网络, 将极大地改变信息传递、

获取的速度和方式。网络提供的读者信息服务, 将是今后图

书馆的主导服务。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在图书

馆的应用,使图书馆读者获取文献信息的过程呈现出多样性

和广泛性。图书馆作为信息的提供场所, 必须形成以读者服

务为中心的服务观念, 重视、研究 21 世纪读者的需求, 为读

者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

1 传统图书馆的读者服务

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以纸张为载体的文献信息, 它的服

务模式也必然围绕着纸质文献展开。传统的图书馆服务一

般是坐等读者上门, 所有的服务基本上是以图书馆为中心,

主要服务方式是馆内阅览、书刊外借、文献复制、参考咨询

等。大多数图书馆采取书刊借还的简单服务方式, 而对书刊

的利用率、读者借阅的满足率、服务效果等很少过问。

传统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是浅层次的文献信息服务,提供

的是以纸质载体为主的文献,很少进行文献信息的深加工服

务。

2 21 世纪读者需求的新特点

2. 1 信息载体需求的多样性 传统出版物由于发行的严谨

性和有限性,读者获得的信息大多是成形的、有限的, 随着电

子信息资源的急剧增长,联机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网络化信

息资源等正成为图书馆资源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读者

对信息载体的需求, 已不再局限于印刷型文献, 而愈来愈多

地转向各种类型的电子文献。

2. 2 信息网罗度要求的全面性 21 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

争,信息获取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传统的读者服务条件

下,读者主要通过利用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期刊题录等方式

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 这样获取的二次文献、一次文献信息

的网罗度显然是很低的。随着网络环境的形成, 读者对文献

的需求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使全球信息资源共享成为现实。

丰富的网上资源, 各种各样的文献数据库, 已成为读者获取

信息的主要渠道,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已突破 馆藏 的范

畴,要求从多种渠道全面获取所需的文献信息。

2. 3 信息内容要求的新颖性 新的时代, 要求获取的信息

具有新颖性,以保证研究成果的先进性、创新性。传统服务

方式和服务手段提供给读者的最新信息主要来自新书、新

刊,在今天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下已很难满足其新颖性的要

求。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广大读者一改过去靠手检获

取信息的方式,纷纷上网或利用联机检索、光盘检索等手段

从国内外文献数据库中获取最新信息。

2. 4 信息获取方式的便捷性 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社会活

动加快,时间变得愈来愈宝贵。在传统图书馆里, 读者通常

是通过查阅馆藏目录或其他检索工具获取书目信息, 然后查

找相关原始文献资料获得所需信息。这种传统的获取信息

方式是低效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因特网的开通,读者

希望以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获取所需信息的愿望得以实

现,许多读者已经不满足于到图书馆检索所需信息, 而要求

提供一些特色、快捷的信息服务。如 读者在线 服务等, 在

一些技术设备先进的图书馆,读者的这种需求已成为现实。

3 读者服务工作的新措施

面对已经变化的读者需求, 21 世纪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

作,显然不能再沿用传统的服务方式,必须采取全方位、深层

次的全新的现代化服务模式。

3. 1 读者服务工作内容更丰富, 形式更多样 21 世纪的图

书馆是利用计算机及网络为读者提供相关服务的, 它的最高

境界是向读者提供 一步到位 的服务。除了传统的书刊借

阅外 ,还在网上同时开辟一条与读者沟通的新渠道, 更广泛

地揭示馆藏并开展比传统服务方式更丰富、快捷的服务。如

网上预约、催还和续借服务, 网上新书报道,馆藏图书评析,

电传互借,电子邮件等现代化的信息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参

考咨询服务及开辟各种特殊服务,如 读者在线 服务。通过

广泛开展专题服务、定题跟踪服务和专门数据库服务等, 形

成图书馆深层次、全方位的优质服务。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使

文献信息资源可以一次存储长期使用, 一处存储多处使用,

从而丰富读者服务工作的内容,也使读者服务的方式更加便

捷。

3. 2 加大继续教育力度, 促进馆员素质提高 知识的更新

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社会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习惯于传统

手工操作的图书馆面对突如其来的电子化、网络化时代的巨

大转变,图书馆员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能也将随之发生根本

变化。面对挑战,图书馆员必须进行知识更新, 完善知识结

构,提高业务素质。在掌握传统服务技术手段的同时, 务必

精通网络知识,掌握网上搜索、光盘检索等现代信息服务的

技能,在浩翰的信息海洋中,为读者充当 导航员 。因此馆

员的继续教育问题, 不仅关系到图书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

高,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 能提高图书馆读者

服务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所以,它是一项非常迫切而重要的

工作。

3. 3 搞好读者培训, 着力高层次服务 21 世纪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发生了深刻的革命, 读者如何利

用网络技术获取所需的信息已成为当前图书馆读者服务工

作的重点。

读者培训,一方面是关于网络信息资源及其查询技术的

教育 ,包括国内外信息系统介绍、网上导航及搜索引擎的使

用等 ,以提高读者对网上资源的认识能力和查询技能, 培养

用户高层次的情报意识; 另一方面是建立网上教室, 读者可

以通过网上所提供的相关内容, 学习如何查询联机目录, 如

何使用光盘、多媒体的基础知识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低层

次的借借还还和一般性查询的读者服务工作, 使图书馆能够

将更多的人力放在高层次的读者服务上, 实现由 物的传递 

向 知识的传递 的转化。

读者至上, 服务第一 的原则是图书馆的宗旨和归宿。

读者因素是图书馆工作的决定因素。21 世纪的读者服务将

以现代化的服务手段为读者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服务, 使

读者服务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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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工作是医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进行临床医

学研究,首先要选题。科研题目是贯穿于全部科研工作的主

体思想,是指导科研工作各次设计安排的主线。因此, 题目

选得好不好,对以后研究工作的成败与收效大小起着重要的

作用。笔者就医学图书馆员如何辅助临床医务科研人员做

好选题工作谈几点看法。

1 临床医学科研选题的原则

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

设。这是现阶段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方针 ,临床医学科研选

题也应贯彻这一方针。为提高疾病防治水平,增强人类体质

和提高人口素质服务, 在选择临床医学科研课题时, 应当遵

循以下原则[ 1 ]。

1. 1 创新性原则 创新是科研的生命线和灵魂。缺乏创新

性,就会失去科研立题的前提。若为理论课题, 要求有新观

点、新发现, 得出新结论。若为应用课题, 则要求发明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 或是把原有技术应用于新领域。

衡量课题的先进性,主要是考核它的创新性。

1. 2 科学性原则 选题的科学性就是指选题的依据与设计

理论是科学的。科学性原则具体体现在选题时要以辩证唯

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与客观规律相一致;以事实为依据,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 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选题一般不

能与已确认的基本科学规律和理论相矛盾;充分反映出研究

者思路的清晰度与深刻性,选题应尽可能具体明确。

1. 3 需要性原则 选题的方向必须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需要出发,尽量选择在医药卫生保健事业中有重要意

义或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选择课题必须立足于这些

需要 ,推广应用后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或对

学科自身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实践证明, 最有生命力

的课题,无不是来自社会发展需要的课题。

1. 4 目的性原则 选择什么样的课题, 必须要有一定的目

的,没有目的也就没有方向。准备研究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

问题,如何解决问题, 期望得到什么结果, 都应做到心中有

数。

1. 5 可行性原则 可行性原则即指具备完成和实施课题的

条件。为达到科研选题的可行性,必须做到申请者除技术职

务符合规定外,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经验和研究能力; 课题

组成员的知识与技术结构合理; 与申请课题有关的研究工

作,已有一定的前期积累; 具备完成课题的客观条件, 如研究

手段,动物供应, 临床病例,研究时间, 协作条件等。

1. 6 效益性原则 由于我国经济力量有限, 目前只能资助

具有效益性的项目。具体地说,对于应用课题要求具有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对于基础课题要求具有理论意义和潜在的

应用价值。不具备效益性的课题无法得到支持与资助。

作为医院图书馆员,为了帮助临床医务人员选好课题,

选准课题,必须深刻地理解选题的原则要求, 才能为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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