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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动态】

� 光电院召开2009 年度图书信息工作会议

为加强文献资源的推介与宣传工作，在光电院图书信息工作主管

夏薇薇老师的精心准备、组织和主持下，2009 年度的图书信息交流

会于 2009 年 11 月 12 日下午在自动化大厦 413 会议室成功举办。会

议邀请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杨小薇和院内四位有经验的科研人

员一起举办了文献资源培训讲座和资源使用交流报告。相关研究室的

科研人员与研究生代表共

3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首先，杨小薇馆员对国

科图的资源与服务、光电院

常用数据库、endnote 主要

功能等三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讲解。随后，气球中心的徐文宽给

大家介绍了有效利用搜索引擎来检索文献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对地观

测中心苑馨芳和大家分享了文献检索方法与技巧，光电工程部的麻云

凤和空间部专业室的高扬结合自身的使用体会给大家介绍了原文传

递和馆际互借的使用方法。之后增加了提问交流环节，现场气氛热烈 ，

从问题回答的效果看大家对图书信息的利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通过这次工作会议，广大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对光电院可利用的文

献资源与服务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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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研究院图书馆 供稿）

� 近代物理研究所图书馆拓展服务内容

随着图书馆数字化的推进，近代物理所图书馆为更好地顺应时代

要求，尽可能扩大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积极想办法，找思路。2009

年研究所图书馆根据 2008 年资源分析报告的相关内容，及时与所主

管领导汇报情况，得到所领导的大力支持。设立“杨澄中、陈奕爱图

书基金”，随即又对研究所图书馆的资源布局和服务内容做了逐步的

调整。在图书馆设置电子阅览区，并开通网上阅览服务，同时对资源

相对短缺的环节作了相应的补充。对于使用相对分散的电子资源采用

单点开通的方式，多途径、多角度地保障研究所科研人员和学生的使

用。通过随意通/e-key 的注册，原文传递、馆际互借、学科化服务

等方式，使研究所图书馆成为研究所知识创新的有力支撑。

（近代物理研究所图书馆 蒋西虹 供稿）

� 青藏高原研究所图书馆建设集成信息服务平台

青藏高原研究所图书馆根据本馆发展的战略规划，针对本所用户

的信息需求，进一步优化本馆资源配置，以国科图的所级信息平台为

技术条件，建立了青藏高原研究所图书馆集成信息平台。该平台设置

了馆藏查询、图书馆动态消息发布、数字资源、读者培训、读者培训 、

服务直达等栏目，可以实现信息资源查询管理、用户信息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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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和图书馆员交互式信息交流等多种功能，提供地球科学、环境科

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信息资源。该平台建设完成之后，显著提升

了本馆创新服务能力，为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科研创新工作提供了有

效、可持续的信息服务。

（青藏高原研究所图书馆 王婷 供稿）

� 西北高原生物所加强信息环境建设

在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西高所）领导的支持下和研究所图书馆

人员的努力下，西高所的信息环境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得到了研究

所科研人员的认可和好评。

西高所从 2005 年开始建设“研究所金盘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目前管理系统已完成了期刊的回溯录入，图书的部分回溯录入，2009

年 8月调试完成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发布系统。科研人员可通过西高

所图书馆网站的“馆藏查询”即可查询到本所图书馆的印本馆藏信息 。

为了使科研人员能更加方便地使用本所的网络资源，在国科图的

协助下，西高所于 2007 年 11 月 16 日正式完成并发布了西高所图书

馆网站（http://210.75.249.200/web/guest/home）。所图书馆网站

首页采用了简洁风格，突出读者经常使用的功能，充分体现了所图书

馆服务科研的特点。网站信息能够及时更新，确保了信息的时效性、

准确性。

为实现西高所知识资产的收集、长期保存、合理传播利用，所图

书馆于 2009 年 7 月启动了本所机构知识库的建设，经过半年多的努

http://210.75.249.200/web/gues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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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对 1994 年以来研究所的知识产出进行了集中存缴，目前已录入

期刊论文数据 1431 条、专利 33 条，基本具备了开通使用的条件。

近年来，西高所图书馆一直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不断加大经费

投入，加大资源引进力度，强化自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升了所图

书馆信息化服务的整体水平。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图书馆 刘明 供稿）

� 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加强学科资源服务

2009 年，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馆员与国家科学图书馆学科馆员

进行合作，前后三次召集研究生和科研人员举办培训及座谈讨论，就

国家科学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及国家天文台订购的资源进行推介。同时

深入到课题组和研究生当中就专题检索及全文传递等服务进行交流，

获得大家的好评。站内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与国科图的学科馆员逐步加

强了沟通与合作，更即时更到位地为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提供优质的信

息服务。

前不久，站内馆员与学科馆员共同设计制作了长春人造卫星观测

站图书馆网站，使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以及站内其他工作人员能更方便

快捷地使用图书馆资源。

（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图书馆 于云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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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服务案例】

2009 年 7月 14 日，对于新疆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天，而对于

国科图兰州分馆工作人员来说，7 月 14 日之后的每天，都是不平凡

的……

在新疆坚守在科研岗位的科学家们，收到了国科图的一份特殊的

礼物----各种文献信息的即时送达；忙碌在兰州的学科馆员，也收到

了新疆 3 个研究所的特殊礼物----字里行间的温馨感谢！----编者按

� 院所协同“应急专项文献服务”取得成效

自 2009 年 7月新疆网络屏蔽以来，科研人员的网络信息检索极

为不便，工作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为了应对这种突发事件，国家科

学图书馆和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文献中心的学科馆员共同走访了

新疆分院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实地了解了科研用户的信息需求和存

在困难，并向国科图提出了“应急专项文献服务计划”申请，得到了

国家科学图书馆的批准和经费支持。数月来，院所馆员协同努力，服

务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得到了科研人员的充分肯定和一致好评。

（一） 原文保障服务

院所协同“应急服务文献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推出了“免

费文献应急专项服务”。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学科馆员对所里科研

人员、研究生进行逐个走访、电话联系等宣传方式让广大科研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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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并利用这项服务，并将陆续收集到的文献需求信息以传真方式发送

给兰州分馆的学科馆员，然后由他们协调各位相关工作人员将信息整

理，以快递光盘的方式寄回给本所的学科馆员，再由本所学科馆员分

别送给每个科研用户。通过新疆文献信息中心和国科图兰州分馆的共

同努力，已传送中外文文献 876 篇，收集应急服务用户反馈意见 30

余份。初步缓解了特殊时期文献信息的需求，支持了科研工作的开展 ，

得到科研人员的充分肯定。

（二） 查新服务援助计划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信息中心（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文献信息

中心）具有中国科学院和新疆地方科技查新的资质。长期以来，不仅

保障中国科学院新疆研究机构科技查新的需要，还为新疆自治区地方

研究项目提供查新服务。由于新疆网络屏蔽，无法检索外文数据库，

国际查新项目和 SCI、CSCD 等收录引用检索无法受理。根据协议安排 ，

这部分查新内容也由兰州分馆承担。目前兰州分馆已完成论文收录引

用 38 项、国际查新 2项。有力地保证了科技查新服务的持续开展。

（三） 印本文献集中阅览服务

为使广大科学人员和研究生在特殊情况下，拥有更多可用的文献

信息，国科图、国科图兰州分馆和中科图书进出口公司联合，选出近

300 种新近出版的外文原本科技专著，同时兰州分馆还根据新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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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理研究所的学科方向筛选了一批相关英文科技原版书，于 2009

年 9月起，在新疆生地所文献中心举办了科技新书展览，有 300 余人

参观并阅览图书。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还根据读者推荐选购了其中的

18 种图书，供本所科研人员使用。目前有兰州分馆选送的 60 种英文

科技专著仍在继续提供阅览服务。

新疆生地所的科研人员这样评价应急专项服务：“文献传递非常

及时，解决了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紧迫需求，支持了新疆的科研工作，

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开展，为研究人员解决了燃眉之急，且效率高、针

对性强，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在这个特殊时期，图书馆之间的

通力合作和热心帮助，使我们及时跟踪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和热

点，为我们毕业论文的准备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同时研究人员也还

提出了其它信息需求，如：学术会议内容简介或会议参与方面的信息 、

最新研究进展等。

“文献传递应急专项服务”中，国家科学图书馆兰州分馆的工作

人员急科研之所急，全心全意为科研人员服务，经常加班加点，体现

了崇高的敬业精神和服务理念，同时也展现了他们较高的专业素质。

此次特殊时期的专项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疆科研院所的

文献信息需求，受到了新疆科研人员和用户的欢迎和称赞，取得了预

期的成效。作为研究所一线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全

心全意地为科研人员服务，同时非常感谢国家科学图书馆以及国科图

兰州分馆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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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文献信息中心 王彦 供稿）

� 温馨的援助

由于“7.5 事件”的影响，新疆网络通讯中断，致使大家长期依

赖的网络信息资源无法正常使用，信息保障遇到严重的困难，影响了

科研工作。8月学科馆员赴新疆到所服务，了解到科研人员和研究生

的困难和需求，及时的制定了应急服务专项计划。根据用户的急需，

免费提供原文传递的保障服务，将检索到的相关的信息，以二次文献

的形式提供给所内的研究人员，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应急服务

专项计划”激发了用户的需求并受到用户、所领导及所图的赞同。

感谢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全体老师对我们的关心支持和帮

助！

（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陈炜 供稿）

� 乌鲁木齐天文站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实施“应急专项文献服务”

自从“应急专项文献服务计划”实施以来，乌鲁木齐天文站的学

科馆员与科研工作者紧密配合，及时解决他们对文献和图书的需求。

由于没有网络，很多人根本无法查询具体的文献，只能提供关键词，

待学科馆员检索出相关信息后，再传真给用户，用户选出最终需要的

文献，再由学科馆员下载全文后用 U盘寄给所内研究人员。就这样一

次服务，需要反复联系多次才能完成。但学科馆员总是不厌其烦，为

站内科研人员提供耐心的服务。在近 4 个月的时间里，为站内科研人

员查阅中外文文献 400 多篇，解决站内所需中、外文图书 180 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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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领导对此次援助行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要求站内的图

书资料工作人员能向国科图的工作人员学习，积极树立为科研人员服

务的思想意识。

在此，我们图书资料室代表站领导和全站人员对国科图所付出的

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在新疆的特殊时期里为我们所做的一

切！

（国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站图书资料室 马林 供稿）

【专题报道】

� 西安光机所图书馆积极推进研究所机构知识仓储建设

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国科图多方面全面保障下，针对研究所的

需求，2010 年 1 月中旬，西安光机所顺利完成了 OPT-IR 软件平台的

搭建。

为了积极推广 IR（机构知识库）的使用，结合所内年度考核，网

络信息中心联合所人力资源处发出通知：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评审

和年终考核将以机构知识库中查到的数据为依据；在发出通知的同

时，又通过所内邮件系统将相关信息群发到全所科研人员电子信箱

中；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广大科研人员做面对面的宣传。一系列的举

措起到了良好效果，科研人员纷纷响应，仅用一周的时间上传了2008-

2010 年发表论文 237 条。OPT-IR 系统管理人员在短期内通过 ARP 系

统将 2009 年之前的部分期刊产出数据导入了 OPT-IR 平台，目前，IR

数据库中的数据已达 1500 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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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导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OPT-IR 系统管理人员及时与

国科图 IR 技术人员沟通，通过远程协助解决了软件平台问题，通过

所邮件系统将解决方法群发到所科研人员电子信箱中，使 IR 平台逐

渐成为研究人员管理科研成果的有效工具。

（西安光机所图书馆 郭娟/王亚军 供稿）

� 合肥物质研究院扎实推进 IR建设

合肥物质研究院开展 IR建设以来，院主管领导非常重视，从 IR

的申请到机房环境和硬件配置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为 IR 工作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由于合肥研究院学科门类众多，且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交叉性，信

息中心积极与各研究单元联络，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根据 IR 要求，

明确了研究社群和主题分类。

在数据采集方面，由信息中心牵头，联合科研规划处和研究生部 ，

目前已采集并上传期刊论文 2370 篇，专利 456 件，学位论文一期目

标已收集完毕，不日将上传。

目前，信息中心正在积极与科研处、人事处联系沟通，综合各方

面的因素拟出台 IR 相关配套政策，争取从政策上来保障 IR 工作的可

持续发展。

（合肥物质院信息中心 方曙 供稿）

� 上海天文台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工作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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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采购新思路开辟采购新思路开辟采购新思路开辟采购新思路

为了在新年度为采购工作提供相应依据，利用 SCI 数据库对上海

天文台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引用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上海天

文台科研人员的对文献数据库的需求情况。并对本年度电子资源使用

情况详细计算下载量及使用成本，发布在图书馆网站上。

积极开展课题跟踪服务积极开展课题跟踪服务积极开展课题跟踪服务积极开展课题跟踪服务

及时跟踪本学科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针对台里科研人员承担的

科研项目，定期提供本学科热点论文报道服务，受到了科研人员的欢

迎。

联合院图学科馆员，积极走访课题组，了解其信息需求，09 年

下半年共计走访天文地球动力学中心、星系和宇宙学研究中心、VLBI

研究室、天文技术研究室等四个主要实验室为 15 位重要研究员提供

现场文献信息查找、管理和利用方面的讲解和演示。

开展学科情报研究开展学科情报研究开展学科情报研究开展学科情报研究

主动为台领导和科研人员提供专题文献分析报告，包括本学科研

究发展态势分析及我台科研竞争力分析等，并对本学科关注的主要期

刊进行收文情况分析，为科研人员投稿提供参考。

开展知识化服务开展知识化服务开展知识化服务开展知识化服务

与国科图学科馆员合作完成了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科研信息

知识服务”创新到所研究项目，已通过国科图的项目中期检查，并及

时将研究成果运动到实际服务当中，完成上海天文台图书馆学科导航

平台的建设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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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管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图书馆积极参与中科院研究所 IR

机构知识库建设，预计 2010 年底完成预期建设目标。

上海天文台图书馆学科化服务工作卓有成效，在 2009 年的年度

工作总结中，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也得到了台领导的表彰。

（上海天文台图书馆、国科图联合供稿）

� 需求驱动 服务创新—国家授时中心图书馆2009 年工作小记

2009 年国家授时中心图书馆在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全馆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和国科图学科馆员一起以中心科研用户的需求为

导向，全年工作有声有色，得到了中心领导和大家的充分肯定。

1、在中心相关领导的决策和支持下，图书馆和中科院国家科学

图书馆兰州分馆联合创办授时中心内部刊物《时间频率与导航定位信

息快报》，《快报》于 2009 年 2 月正式启动，不定期出版，每期印

刷 200 份，截至 2009 年 12 月底，出版共七期，并装订了合订本。《快

报》越来越受到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关注，在《快报》的编辑过程中

我们通过座谈会和随访充分听取同志们的宝贵意见，使《快报》在内

容和形式上尽量满足读者的要求，大家踊跃投稿。《快报》已成为中

心科技人员不可缺少的读物。

2、图书馆于 2009 年 5 月份设立了电子阅览室，在中心相关领导

的大力支持和科技处领导的直接帮助下，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了电子

阅览室的前期准备工作，开通相关的数据库，并积极地宣传和推广。

电子阅览室的设立为中心科研人员与研究生提供了文献检索上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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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使各种数据库得到更好的利用；图书馆还以分散培训的方式，经

常在电子阅览室对科研人员与研究生进行文献检索和文献收录引证

技巧的培训，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

3、在国科图学科馆员的帮助下，图书馆完成授时中心图书馆新网

页的制作，新网页依托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发的所级信息平台，

网页风格清新，内容全面，便于管理。特别开设的研发动态栏目能够

在第一时间向科研用户报道最新的时间频率与导航定位科研信息，得

到了中心领导的肯定。

4、中心图书馆员与国科图学科馆员一起走上讲台，开展对中心科

研人员和 08 级研究生集中培训；随着可利用资源的逐渐增多，图书

馆员主动推广随易通的使用，详细介绍“随易通”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

注册“随易通”用户 30 余人，实现零的突破，而且从今年起免费为

读者提供原文传递服务，受到大家欢迎。

5、图书馆不定期地到各实验室就数字资源建设、图书的采购意见 、

《时间频率与导航定位信息快报》的定位、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等问题

向专家进行咨询和征求意见，并及时提出应对方案并以小会议的形式

向相关领导汇报，改善工作，深化服务。

6、中心图书馆今年加强了制度建设，修订和新增了一批管理制度 ，

并且在学科馆员的协助下，削减了一批中文印本期刊，加大了图书采

购力度，改善阅览环境和藏书结构。

通过上述努力，中心图书馆受到中心广大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关

注，主管领导窦忠副主任说：“图书馆现在能让全中心的人听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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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就是很大的进步，下一步我们可做的事情还很多，大家一起努

力，让我们的快报有更大的参考价值，更大的影响力，让我们的情报

服务为中心的创新做出更大贡献！”

（国家授时中心图书馆 刘芙蓉 黄鸾鸾）

� 盐湖研究所信息中心院所协同服务模式的新探索

随着学科化馆员制度的建立和新的文献保障体系、服务模式的形

成，所级科研信息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于此同时，由于文献情

报支撑平台的院级层面和所级层面的差异和离散，集成化个性化用户

知识服务能力还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无疑制约着文献情报保障体系

支撑自主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基于上述认识，青海盐湖所信息中心

会同兰州分馆的学科馆员们一齐，积极探索院所协同服务的新模式，

为了满足所级科研人员深层次、个性化、知识化文献情报需求，首先

院所馆员协同，通过详细的文献情报需求调查，采用科研骨干走访、

一般人员发放调查表、重点人员座谈等形式较为完整地找出文献服务

中的盲点。所图馆员在学科馆员的帮助下，从文献资源建设和保障、

文献情报服务、科研用户培训等方面理出思路，找出了着眼点。其次

架构协同服务的组织模式，探索性地建立起学科馆员、所级馆员、不

同学科科研人员多重人员参加组成的知识服务团队，由学科馆员和所

图馆员共同负责，制定工作计划，分解任务责任，明确激励办法完成

有针对性的文献情报服务。建立以出版《盐湖科学情报通讯》为纽带

的工作机制，按刊物不同栏目向有优势的团队成员分配任务，形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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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到集中的工作机制，建立起了由需求到服务的信息反馈通道，使

学科馆员和所图馆员方便地了解文献情报用户的需求。通过以上院所

协同服务模式的新探索，所级文献情报服务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

有益的尝试同时也得到了科研人员的肯定。

（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信息中心 王臣松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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