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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三甲医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看未来

田新玉

[摘要]阐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图书馆的发展初期、专业化发展时期和数字化发展时期 3 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并以该馆为

例,分析了在当今数字化信息服务、移动阅读的环境下医院图书馆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提出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变服务

模式与服务内涵、调整服务领域、促进自身的发展、迎接未来的五大发展趋势。 即医院图书馆成为医院的文化中心、人工智能

的应用前沿、专家型馆员、学科服务决策支持、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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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of hospital library in view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 tertiary hospital library
TIAN Xin-yu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No. 3 Hospital,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After a descrip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in its initial
development stage,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stage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current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hospital librarie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Library of 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 as an example. The fiv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of hospital libraries were put forwards by making full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ing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patterns and connotations, adjusting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field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libraries and greeting the future, namely hospital library will
become a culture center and an application frontier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ospital, hospital librarians will be鄄
come expert librarians, hospital library will provide subject service for decision-making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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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20 余篇,研究方向为医学信息服务。

摇 摇 医学飞速发展,临床工作人员需要不断学习新

技术、新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是阅读文献。 医院图

书馆作为医学文献信息的集散地,是医院建设中不

可或缺的部门。 在医院部门设置中,图书馆一般归

属于职能处(室)范畴,或归属于临床医技科室,直
接隶属于院领导主管。 医院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的

发展离不开图书馆的建设,医院图书馆的建设指标

也成为了三甲医院评审指标之一。 回溯分析医院图

书馆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今医院图书馆所面临的

挑战和机遇,预测未来发展方向,希望对医院图书馆

的建设有一定指导意义。
1摇 医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医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手工借阅到计算

机借阅,人员兼职到人员专职,财产登记手工账本到

计算机管理,手工文献检索到计算机检索的发展。
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医三院

图书馆冶)为例,其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 3 个阶段。
1. 1 摇 发展初期(1980 年以前):完善制度,学习业

务,提供基本借阅服务

1960 年,北医三院图书馆正式对读者开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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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约 260 平方米,藏书很少,工作人员办公与读者阅

览共处一室。 当时图书馆的两名工作人员是兼职的

临床医护人员,身体欠佳,年龄偏大。 因图书馆设备

简陋,书刊数量少,工作人员没有受过专业培训,只
建立了简单的规章制度,设立了图书财产号以便随

时查对,同时与会计室建立了月报制度,订购相关书

刊。 馆藏量逐渐累积,但只提供报纸和杂志的阅览

服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作人员逐渐专职化,开始外

出进修学习图书馆专业知识,初步对图书进行分类、
登记,提供手工借阅服务。 随着人员素质的逐步提

高、馆藏书刊的逐渐增加,图书馆开始制定较完善的

规章制度,初步建立了简单的登录账本,利用《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重新对所有书刊资

料、卡片等进行分类、编目,设立借阅流程,建立借阅

制度,读者可以凭证借阅图书。 图书馆分设两个书

库,工作人员办公桌设在书库内。
初期的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常常是兼职人员,

缺乏一定的图书馆专业知识。 随着工作人员逐步专

职化,工作人员开始接受图书馆专业知识培训,但图

书馆服务仍停留在手工借阅层面。 与大型图书馆不

同,医院图书馆由于面积小,且服务对象局限在医院

内,大多提供纸质馆藏借阅服务,管理也不规范。
1. 2摇 专业化发展时期(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培
养人才,引进技术,信息服务多样化

1989 年,北医三院图书馆进行第一次改扩建工

程,增加了工作人员办公室和复印室,馆舍面积达到

421 平方米。 此后,图书馆陆续选派工作人员赴北

大进修,学习专业知识,图书馆学、目录学、藏书建

设、分类、编目、期刊管理、情报检索等课程都是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必修课。 这一时期,图书馆开始制定

岗位责任制及各项工作管理细则,按照《中国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对书刊进行分类,按照《普通图书著

录条例》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的著录标准对图书

进行著录,以期达到文献著录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图书期刊的排架均按分类排架,方便读者按学科查

找书刊资料。 建立了完整规范的目录体系,如馆藏

目录、读者目录,字顺目录、分类目录等,使读者能够

方便迅速地利用馆藏书刊。 开展了复印工作,方便

读者复印书刊资料。 1996-1999 年,图书馆对 4 万

册书刊进行书目数据的回溯工作,建立了馆藏书目

数据库,并安装了图书防盗监测系统,借还书手工流

程也转换为了计算机流程,图书馆工作迈上了新的

台阶。
专业化发展时期的医院图书馆得益于人才和技

术的引进,工作开始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人员开始

专业化、年轻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批毕业于

医学院校图书情报专业的本科生分配到医院图书馆

参加工作,系统的专业知识培训,刚参加工作的一腔

热血,加上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初步建设,使图

书馆的服务工作进入新的阶段,业务管理逐渐规范,
由手工借阅过渡到计算机借阅,由手工文献检索过

渡到计算机文献检索,进入了数据库使用阶段。 布

局上“藏阅冶一体,并设立了电子阅览室,很大程度

满足了电子资源增长的需要,形成了纸质馆藏与电

子馆藏并存的复合馆藏,读者服务工作也开始网络

化、多样化。
专业化发展时期的另一个代表性标志是医院图

书馆专业学会的成立。 1991 年 10 月,中国图书馆

学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创立了专业

期刊《医院图书馆杂志》(《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
的前身)。 此后几年,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的医院图

书馆学会相继成立,如内蒙古图书馆学会医院图书

馆专业委员会于 1992 年 7 月成立,山东省图书馆学

会医院图书馆委员会于 1993 年 4 月成立,北京市图

书馆学会医院图书馆分会于 1997 年 3 月成立等。
这些学会的成立对医院图书馆的工作起了很好的指

导作用,促进了医院图书馆的发展。
1. 3摇 数字化发展时期(21 世纪以来):整合资源,信
息网络化,服务移动化

进入 21 世纪,北医三院图书馆发展方针定位在

“有限馆藏,无限服务冶上,与校本部图书馆联合采

购外文期刊及数据库,实现资源共享,节约了经费,
扩大了馆藏,并积极拓展馆际互借途径,缩短馆际互

借时间。 开展循证医学信息资源利用培训,利用网

络手段,提供方便快捷的书刊订购途径,优化馆藏结

构,科学使用有限的经费,馆藏逐渐数字化。 在借还

书、复印、文献检索、原文传递等传统服务的基础上,
提供信息咨询、课题查新、引文分析、文检教学、循证

医学证据等更深层次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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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医三院图书馆还积极建立数字图书馆,
以整合搜索为核心,实现数据、应用、内容和流程的

整合,将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导航与检索、馆藏书刊目

录查询、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等服务有机整合在一

起,读者可以远程访问、统一检索、移动阅读,无缝获

取所需信息和服务,更为有效地利用图书馆提供的

信息资源。
数字化发展时期,医院图书馆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发展成果,根据读者的需求变化,整合资源提供一

站式服务和移动阅读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这一

时期,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更高。 经过数

字化发展,医院图书馆初步形成了以数字图书馆为

主的文献保障服务体系,全方位满足临床医疗教学

科研工作的信息需求。
2摇 医院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的医院图书馆,深受社会

大环境的影响。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物联

网、移动终端、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纷纷出现。
在数字化信息服务、移动阅读的环境下,医院图书馆

面临着许多挑战:纸质馆藏借阅量不断下滑,资源费

用不断上涨,文献经费严重不足。 经常会有人提出

疑问:图书馆看书的人还多吗? 医院图书馆存在的

价值在哪里?
面临挑战的同时,医院图书馆也面临着很多机

遇。 首先,“书香中国冶全民阅读活动为医院图书馆

带来了阅读推广契机。 如在 2019 年中国图书馆学

会成立 40 周年之际,围绕“读经典 学新知 链接美

好生活冶主题承办了“同城共读,万卷共知———2019
年 4·23 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冶活动。 医院图书馆

可以通过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宣传图书馆的服务。
其次,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导师资格评估、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的评估、卫健委医院评估等都对图

书馆做了明确要求,很多医院影响力评估也需要图

书馆进行论文统计。 另外满足医生的科研立项、成
果鉴定、论文投稿、收录引用、Meta 分析等文献需

求,也是医院图书馆的价值体现。
医院图书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关键在于

我们自己如何变革与创新。 我们要努力寻找图书馆

存在的价值,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最新进展,改变服

务模式与服务内涵,调整服务领域,为医院学科发展

服务,为医教研工作服务,从而促进图书馆自身的

发展。
3摇 医院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

2018 年 8 月,国际图联主席会议发布了图书馆

界全球愿景报告,其中的十大亮点包括致力于平等、
自由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仍致力于支持扫盲、学习和

阅读,专注于服务社区,拥抱数字化创新,展示大力

宣传的必要性,认为资金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

战之一,有必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官僚主义、
固守僵化的作风,减少对改革的抵制,图书馆是世界

记忆的守护者,图书馆年轻专业人员非常敬业并且

渴望引领这一潮流等。
十大机遇包括成为知识自由的捍卫者,更新自

身的传统角色,更好地了解社区需求,策划新的服务

模式,跟上持续的技术变革的节奏确保所有图书馆

拥有合适的工具、基础设施、资金和技能以抓住数字

化创新提供的机遇,图书馆需要更多更好的倡导者,
确保利益相关者理解图书馆的价值和影响,发扬合

作精神,挑战现有的结构和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地获

取世界文献遗产,给年轻专业人员提供学习、发展和

施展领导力的有效机会[1]。
医院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资源、技术、人才和服

务 4 方面的要素。 资源包含文献资源和空间资源,
技术是指信息技术的应用。

结合医院图书馆的发展要素和国际图联全球愿

景,医院图书馆的未来趋势将体现在以下 5 方面。
3. 1摇 医院图书馆文化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增强

医院是公认的知识分子聚集地,医学是发展极

为迅速的学科,从事医学事业的人需终身学习,而图

书馆正是重要的学习场所。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建

设,读者可以通过移动阅读获得所需信息而无需到

实体图书馆阅读。 但医院的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的

聚散地,在“书香中国冶全民阅读的氛围影响下,职
工书屋的建设使实体图书馆的存在价值更加凸显。
实体图书馆安静祥和的阅读氛围与繁忙的临床噪杂

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是临床一线人员放松身心的场

所,因此医院图书馆将会一直存在。
临床医疗是医院的首要任务,为了满足医疗需

求,图书馆在空间上会逐渐压缩,馆舍逐渐缩小。 因

此,医院图书馆要尽量做到小而精致,在有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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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尽可能优化阅读空间,提供温馨舒适、静谧雅致的

阅读环境,吸引读者。 与工会、党院办联合,积极参

与医院职工文化建设工作,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成为医院的文化中心。
3. 2摇 医院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沿

基于大数据、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

应用如火如荼,图书馆也不例外,如目录查询和位置

引导机器人,图书存取、盘点和搬运的机械机器人,
提供参考咨询服务的人机交互系统,以及智能检索

算法和安全管理应用等[2-3]。 对于医院图书馆来

说,人工智能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如何很好地适应

形势,以医务人员信息需求为导向,利用新兴的技术

为其提供系统有序的深度、智能化信息服务,提高医

务人员获得利用最佳证据的效率,是未来医院图书

馆的发展方向[4]。
此外,临床大数据的监管与利用也为医院图书

馆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契机。 医院图书馆可以借助外

界的力量,建立智慧图书馆,实现资源一体化,文献、
数据智能管理,整合一键式检索,统一资源发现系统

的开发和使用。 利用移动终端建立人机交互咨询系

统,提供 7伊24 小时读者自助服务,如智能咨询、个
性化知识发现与推送服务等。
3. 3摇 专家型馆员大显身手

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在医院图书馆应用,智慧

化自助服务的开展使读者对医院图书馆工作人员的

依赖性减弱,但是医院临床大数据的管理与应用需

求需要更多的专家型馆员。 因此,馆员需要重新定

位自身角色,应具备帮助有需求的人群搜集和使用

世界各地的资源和数据的能力,专家型馆员是大势

所趋。
医院图书馆的专家型馆员包含两个方面的含

义,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与时俱进,
掌握最新的信息技术,成为文献专家、医学数据管理

与应用专家,对读者的需求有求必应,利用自身的专

业优势全方位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要传

道授业解惑,努力成为教育专家,提高医务人员的信

息素养和其信息搜集的自我服务能力。
3. 4 摇 基于情报分析与决策支持的学科服务日趋

深化

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各医院的学科建设中,

对学科发展趋势的客观分析及学科热点的追踪需求

日益增加,医院图书馆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
医院图书馆馆员可以利用专业的检索技能和文

献计量学知识、知识图谱工具为医院的学科建设提

供学科情报分析和决策支持,结合文献计量指标可

以完成学科评价和学科潜力分析、学科前沿研究

等[5],这在大型图书馆早已是成熟的学科服务。 如

中科院与科睿唯安联合发布的年度研究前沿报告,
连续 4 年报道全球热点和新型研究前沿。 在“小而

专冶的医院图书馆中,情报分析决策支持的学科服

务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要开展这方面的深层次服务必须引进或培养更

多的专业人才,需要熟悉数据库文献检索、统计分

析、文献计量、知识发现工具和方法的人才加入。
3. 5摇 服务于病人的医患沟通服务成为常规工作

在“健康中国冶的大环境下,健康管理、健康素

养提升的需求越来越多。 循证医学临床模式要求临

床研究证据、医生经验和患者的意愿三者完美结合

才能制定最佳治疗方案,而医学的特性使医生和患

者对于疾病诊疗信息的了解严重不对称。 在当今医

患矛盾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拥有专业医学信息资源、
具备一定医学知识的医院图书馆复合型馆员,可以

利用自身优势在患者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如循

证医学数据库涵盖了疾病诊断、治疗、预后等各方面

信息,并对患者教育设置了信息专栏,医院图书馆可

以有针对性地整理发布。 开展多种形式的医院教

育,如密歇根大学 Taubman 医学图书馆与医生合作

制作漫画图书[6],阐明医患交流所面临的挑战,增
强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通过医生和患者的医学教

育与共同学习,提高患者的包容度与自控力,在消除

医学信息的不对称、建立良好医患关系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医院图书馆还可以针对患者开展相关的阅读疗

法,为实现良好的医患沟通提供服务。 阅读疗法是

采用科学性、针对性、主动性原则对患者进行系统的

阅读干预,经专业图书馆员及医护人员等通过对

“症冶施书、指导性阅读改变患者的情绪与认知,帮
助其消除心理困惑,改善情绪,纠正认知偏差,调整

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达到治疗目的。 阅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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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调整心态,减轻病痛,提高患

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并积极配合医护人员治疗,改善

医患关系,从而起到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7]。 如针

对肿瘤患者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开展

阅读疗法,或传授相关疾病知识,指导患者康复与心

理疏解,对疾病的控制起促进作用。
4摇 结语

医院图书馆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手工借阅到计算

机借阅,人员兼职到人员专职,手工管理到计算机管

理的发展。 从基本的借阅服务到多样化的信息服

务,从实体化的面对面服务到数字化的虚拟网络服

务,不断延展服务的内涵。 医院图书馆因其专业特

性,在“健康中国冶战略中,作为知识的聚集地和心

灵的栖息地,必将与时俱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其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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