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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s to the case study of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
cine researching the necessity of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to establish the subject libra-
rians systems, the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bject librarian sys-
tem for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s and a breakthrough in teaching, research, clinic and academic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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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介绍学科馆员，以湖北中医药大学为例探讨了中医药院校实施学科馆员制度的必要性，为中医

药院校实施学科馆员制度提供参考，为中医药院校在教学、科研、临床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找到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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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医药院校学科特色明显，师资力量集中，可交流和共享度高，科研成果效益高，且极具中华文化

特色，可纯粹的中医药院校的学科建设成果相比一流综合性大学中医药专业却存在一定差距，不甘示弱

的中医药院校应该意识到信息的获取缺乏有效手段是科研项目的重要障碍，学科馆员服务模式必将为中

医药院校教学、科研和临床提供强有力支持与创作灵感。 

2. 学科馆员与学科馆员制度的内涵 

学科馆员(subject librarians)是指由图书馆委派的具备相关的学科背景并精通图书情报业务、外语水平

和计算机水平较高的馆员，他们负责与指定院系或学科进行对口联系，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高层次的

文献信息服务[1]。 
学科馆员制度(Subject Librarian System)是指为了保证学科馆员与对口院系或学科的负责人保持长期

持久的联系，进而为其提供高质量的文献信息服务而制定的一系列保障措施，包括学科馆员的岗位职责、

服务内容和方法、专业素养、领导机制、培养机制以及奖惩机制等[1]。 

3. 中医药院校学科馆员制度亟需建立 

中医药院校的教师重视中医经典，专业性强，且中医是靠时间来积累经验的学科，他们不可能各项

全能，对于信息的相关知识相对缺乏，再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电子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获取有效信息

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医药院校教师很少有时间学习获取有效信息的方法与手段，这个时候传统的图书馆

员根本不能满足其科研与临床的需要，学科馆员应运而生，这是中医药院校图书馆传统的信息服务工作

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 

3.1. 中医药院校学科馆员制度的现状 

成都中医药大学任玉兰、江荣星 2011 年 5 月通过网络调查方式对全国 23 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网站

学科服务各项内容和方式进行了初步调研，调查项目主要包括：网站栏目、电子信息资源、机构设置、

学科特色数据库、学科服务内容[2]。其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 
此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各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已围绕科研开展了部分重要的支持项目，各校图书馆对

于传统的图书馆员服务已开始有所改进，针对各校的需要建立了特色服务与数据库等，说明各校对图书

馆的服务开始重新审视，把图书馆的服务对科研的支持作为一项重要的项目对待，但纵观整体情况，其

开展的项目还相对局限，各校各有想法，没有形成对学科馆员制度的共识，不能为本校科研提供深层次、

主动的服务，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的院校相对较少，没有引起全国各校的足够重视。 

3.2. 以湖北中医药大学的教师信息素质为例探讨中医药院校学科馆员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3.2.1. 该校学科馆员制度现状 
该校目前还未建立学科馆员服务制度，但在该校图书馆设立学科馆员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硬、软

件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人员方面可以慢慢由参考馆员向学科馆员转变，可以先将查新工作与学科馆员工

作统一，然后慢慢引进或培训学科馆员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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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rrent situation of Subject Librarians Service System of 23 universities of Chinese medicine  
表 1. 全国 23 所中医药高校图书馆网站的学科服务各项内容和方式初步调研 

调查的项目 开展的高校 各校开展的现状 

网站栏目的设置 3 所 专门设置了学科服务栏目，栏目名有学科服务、重点学科、知识服务，但学科 
服务内容还比较单薄，如有的仅是相应学科的网络导航或内容介绍 

文献信息资源建设 全部 都购置了一定数量与中医药学科相关的数据库产品， 
已具备教学、科研、医疗服务的信息保障能力 

建立学科特色数据库 7 所 建立与本校学科相关的特色数据库或教学参考书目，如巴蜀中医药文献数据库、福建 
中医药暨福建医药信息网、苗族医药文化数据库、贵州省道地药材数据库等 

传统学科服务 全部 都开展了传统的学科服务项目，如新书通报、网上荐书、书目检索、数据库培训、读者培训 

网站参考咨询平台的建立 10 所 咨询方式有常见问题解答(FAQ)、虚拟咨询平台、参考咨询、 
咨询、读者来信、馆长信箱等 

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 6 所 建立了学科馆员制度并开展了定题、专题服务、科研跟踪服务、 
信息推送等直接面向学科知识的服务 

学科服务平台 1 所 图书馆使用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重点学科网络资源导航门户 

3.2.2. 该校用户信息服务需求 
笔者针对该校信息用户(教师)的信息行为与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次调研涉及 6 个院系中的 62 位

在场教师的随机调查，问卷为单选题或多选题，62 份调查中有 4 份样本有部分题目没有进行回答，为了

不浪费其已回答数据信息，笔者进行数据分析时，针对每个问题已回答情况进行统计最终得出百分比。

在个人信息方面，被调查的对象中年龄比例为：小于 23 岁的占 0%，23 至 30 岁的占 21%，31 至 45 岁的

占 71%，大于 45 岁的占 8%；所属学院比例为：信息工程学院占 13%，药学院占 10%，检验学院占 15%，

护理学院占 16%，基础医学院占 34%，管理学院占 12%；学历比例为：本科占 15%，硕士占 50%，博士

占 34%，其他占 1%。从中可以看出该校是一个教师比较年轻、师资力量方面比较雄厚的高校团队。 
在信息意识方面，笔者调研结果如图 1 至图 4 所示。 
图 1 显示该校教师上网人数还是比较多；图 2 显示该校科研人员可能有比较重的上课负担或科研负

担；图 3 显示了该校图书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笔者认为该校图书馆没有为该校科研人员提供足

够的信息帮助，该校教师没有形成从图书馆获取信息的习惯。 
在考察信息能力方面，笔者做了如下调查，调查结果如图 5 至图 9 所示。 
图 5 显示该校教师在查找期刊或图书时效率比较低；图 6 显示了该校教师不愿意通过文摘库再通过

其他手段查找文献，不喜繁琐的文献查找过程，并且外文数据库使用较少，这必然导致对国外最新动态

的脱节式关注；图 7 和图 8 显示该校教师在查找文献时以方便及收录完整为主要需求；图 9 显示该校教

师对于数据库的使用和认知方面还有所欠缺。笔者认为该校教师的信息能力还有待提高，学科馆员制度

应尽早建立以帮助解决全校性的科研障碍，引领该校科研人员走在重点学科建设的最前列。 
信息素质的参差不齐在各类院校均有所体现，中医药院校教师的信息素质偏低与学科馆员制度的建

立却有着不一般的联系，中医药院校教师科研与临床专业性强，传统的图书馆员没有专业知识背景，必

然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针对性强、有效性高的专业服务，学科馆员服务模式的提供对于信息素质差而有

能力为科研做贡献的中医药教师显得尤为重要。 

4. 学科馆员制度建立离不开的三大主力 

4.1. 校方领导是制度启动的源头 

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必然牵动图书馆资金的耗损，校方领导只有充分认识到学科馆员制度的重要性，

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建设学科馆员制度，才能把学科馆员建设作为重要的经费预算。 

app:ds:current%20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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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o you often surf the Internet 
图1. 是否经常上网 

 

 
Figure 2.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ffect you can’t often  
surf the Internet for searching information 
图2. 影响不能经常上网查找信息的主要原因 

 

 

Figure 3. Have you ever log on your school’s home page 
图3. 是否登录过你学校的主页 

 

 
Figure 4. What is the main way you get information 
图4. 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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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What is the most used approach to borrow books or  
journals when you want 
图5. 当去图书馆借阅某方面的图书或期刊时，最习惯的做法 

 

 
Figure 6. What is the most used approach to search for medical literature 
图6. 查找医学文献时最喜欢选择的方式 

 

 
Figure 7. What Chinese database do you have used 
图7. 用过的中文数据库 

 

 
Figure 8.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use of a database 
图8. 使用某数据库的主要原因 

app:ds:medical
app:ds:literature


中医药院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立的探讨 
 

 
24 

 

Figure 9. wha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you do not use of a database 
图9. 不使用某数据库的主要原因 

 
另外，图书馆领导应重视培养学科馆员的职业道德，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培养学科馆员爱岗

敬业的精神和崇高的人生追求，主要要使全馆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以及提供主动服务的服务意识与热情。

巧用组织关系、营造宣传氛围、搭建互动平台、开拓沟通渠道、打造服务品牌，确保学科服务成功破冰

和顺利起航[3]。 

4.2. 学科馆员是制度支撑的主体 

学科馆员的自身信息素养与专业知识水平是其能提供服务的必备条件。学科馆员的服务水平在将来

的国内学科馆员发展中是主要的瓶颈，学科馆员与服务对象的人员数的配比也将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对榆林学院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现状调查报告分析最大的感受是广大教师对图书馆资源利用的渴望，

同时强烈地希望学科馆员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反而是学科馆员业务素质参差不齐，工作起来摸不

开脸面，成了开展学科馆员服务工作瓶颈[4]。 

4.3. 用户使用是制度建立的目的 

自从榆林学院图书馆实行学科馆员以来，图书馆每次外出采购新书之前，由学科馆员向各院系有关

教师通知，教师们每次都会积极响应，在购书之前会收到大量教师推荐的新书目录，促使采购人员可以

有目的地选书[4]。因此，图书馆应将读者推荐新书作为图书馆长效工作机制来抓，同时要求学科馆员随

时将新书上架的信息立即反馈到被推荐教师[4]。 
由于图书馆购买的文献资源更加符合学院读者的需求(仅 2011 年下半年图书馆就优先采购了学科馆

员调研过程中读者推荐的电子期刊 24 种、数据库 6 个)，文献资源的利用率大幅提高；学科服务基地作

为一个组织传播系统，促进了组织成员之间的沟通[5]。图书馆诸如文献传递、校外资源访问服务、查收

查引等服务更多地被学院读者所了解和利用；从查收查引的数量可以看出，读者科研产出显著增加。由

此可见，学科服务基地有效地将学院教学科研和图书馆资源和服务紧紧地结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3]。 

5. 小结 

通过对湖北中医药大学教师信息素质的调研，其信息素质偏低以已暴露无遗，其信息素养与信息精

力已不能满足自身科研需求，学科馆员服务制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中医药院校应在弘扬中医文化的同

时，为科研、临床的创新扫除一切障碍。同样，图书馆员在服务过程也是自身素养提高的过程，一些专

业性的知识，可以通过服务于科研人员的过程来学习，学科馆员应有工作热情，在工作中找到自己人生

的价值，只有专业素养与信息素养结合，才是如虎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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