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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动态】 

 创新文献情报服务模式 提升服务科研一线能力 

6月 23日，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召开了创新文献服务研讨

会。参会人员有所科技信息与传播中心邱敦莲主任、所图书馆员，以

及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助理、成都分馆副馆长杨志萍和学科馆员陈漪

红，约计 10  人。 

杨志萍在题为《科研一线文献情报服务发展》的专题报告中介绍

了所级文献情报服务创新发展下一阶段的目标，围绕所级文献情报服

务创新发展计划（包括特色分馆建设、普遍服务能力建设、特色知识

服务能力建设，以及院所协同服务机制建设）的重点内容，并结合部

分研究所在文献情报创新服务方面的成功案例，提出了在保证基本服

务（普遍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知识化服务水

平的建议。 

邱敦莲结合目前所

级图书情报部门所面

临的挑战和科研人员

对图书情报服务的需

求变化，号召信息中心

的人员转变服务理念，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培

训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通过多种形式提高全所科研管理人员对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创新服务通报                 2011 年第 4 期（总第 16 期） 

2 

文献情报信息的利用能力，把文献情报服务融会到山地所的科研和管

理工作当中，为山地所创新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图书馆邱敦莲 供稿） 
 

【创新服务案例】 

 电工所图书馆为用户编制“电工研究所 IP 控制范围内可使用的数

据库”指南 

电工所图书馆在对读者提供参考咨询的服务过程中发现，有很

多是关于数字资源使用的问题，而且，同样问题重复出现的情况时

有发生，尤其是部分科研人员和学生并不十分了解数据库的性质（文

摘或全文）及访问权限，导致在文摘型数据库看不到全文，就误认为

本所不能用这个库。为方便所内科研人员和学生查找电子文献，电

工所图书馆负责电子资源管理工作的夏静老师结合近两年在院里组

织的各类图书馆专业培训中学到的“数据分析”、“网页制作”等

方法和技巧，在所网络中心同事和国科图学科馆员的帮助和建议

下，依托国科图的电子数据资源，根据本所的具体情况编制了“电

工研究所 IP控制范围内可使用的数据库”指南。

（http://iee.ac.cn/fckeditor/UserFiles/File/tsg/19889396896

345.mht）。 

本指南立足于电工所所内人员的资源使用习惯，根据使用量对

数据库进行排序，在国科图“按研究所订购”数据库介绍的基础

http://iee.ac.cn/fckeditor/UserFiles/File/tsg/19889396896345.mht
http://iee.ac.cn/fckeditor/UserFiles/File/tsg/19889396896345.mht


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图书馆创新服务通报                 2011 年第 4 期（总第 16 期） 

3 

上，剔除了和本所研究领域无关的数据库，增加了跟本所专业关系

密切的开放型数据库，按照数据库名称、文献类型、学科分类、数

据库简介等 4部分内容设计在同一页面内，省去了读者要想进一步

了解该库信息时还要再次链接的步骤，同时在数据库名称下直接做

了链接。数据库简介中把近十年来读者提出的各类有关电子资源使

用问题及解决方法进行了标注，并在页面底部做了备注来介绍该页

面的使用期限、使用流程及注意事项等细则。对收录到本指南的每

个数据库做了尝试性使用链接，核对了使用数据的年限范围，对其

中不能使用的数据都和国科图资源建设部人员进行了咨询和沟通。 

电工所所图在该“使用指南”初次完成后及时群发给所内科研

人员和学生试用，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纷纷回信表示感谢。之

后，所图又针对某些读者做了用户使用调查回访，大部分读者认

为：此指南标注非常清晰、实用，使用起来也很方便，对使用权限

和类型一目了然。所图根据读者建议对指南进行多次修改后，正式

挂在了所图书馆网页上供大家使用。  

 所图的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所领导的重视和认可，电工所党委副

书记张福宽在肯定所图工作的同时也对所图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指出图书馆要在主动征集、集成职工、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跟

踪科研需求，把文献信息服务工作搞得更深入更扎实更前瞻，走开

放办馆、民主办馆、专家办馆的路子。 

                   （电工所图书馆夏静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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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学科馆员赴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开展学

科信息服务 

上海 2011年 4月，上海辰山植物科研中心图书馆成为上海生命

科学信息中心生命科学图书馆分馆。成立之初，信息中心学科馆员

就积极组织和开展对辰山植物科研中心科研需求的调研工作，并根

据需求制定面向科研的学科信息服务计划。8月 12日信息中心周成

效与许咏丽两位学科馆员冒雨赶赴辰山植物科研中心，就“生命科

学信息资源与使用服务”、“Web of Knowledge在植物学科追踪分

析中的应用”两个主题开展培训。 

培训交流的选题以及内容受到辰山植物科研中心科研人员的好

评。植物抗逆和分子进化课题组长储昭庆研究员在听了学科馆员的报

告后评价“很好，很受益！”，并就如何进行全文传递、馆际互借等

问题进行了咨询。观赏植物资源及创新利用课题组长田代科研究员认

为“为重大课题开展知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学科化服务”，并希望在

相关观赏植物建库方面与学科馆员进行合作。 

 

在科研人员的殷切希望和建议中，学科馆员深感在服务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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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创新发展以及“创新 2020”的任务中，学科馆员需要不

断提高自身能力，需要与科研任务紧密配合，需要借助信息技术等有

效工具和方法为科研任务的开展提供有效支撑和保障。在面向上海辰

山植物科研中心的学科服务中，信息中心学科馆员计划在建设辰山植

物科研中心个性化学科资源保障体系以及信息集成服务门户等方面

开展实质性工作，并将信息利用培训、参考咨询服务以及学科情报研

究服务等内容不断延伸，积极助力辰山植物科研中心的发展。 

（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许咏丽 供稿） 
 

 新疆天文台图书馆的协同服务新进展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乌鲁木齐天文站伴着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

记白春礼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靳诺的揭牌，从此由天文站升级

为天文台，标志着我国西部建成了又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天文研究机

构。白春礼院长希望新疆天文台围绕“创新 2020”目标，抓住机遇，

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创新能力，为我国西部天文事业发展不断做出贡

献。 

台图书馆认真落实院长讲话，根据天文台图书馆自身的特点和人

员结构，扩大支撑力度和合作力度，加强与新疆天文台人教处、信息

中心等部门的合作，积极参与全台的每年一周的新人入所教育。在科

技处的组织协调下，设计项目，围绕天文台“创新 2020”目标，借

助兰州分馆的业务发展基金项目“中国西域古天文学研究的知识发现

与管理”，组成由科技处、图书馆、信息中心、学科馆员共同参加的

服务团队，做好天文台的西域研究中心建设的前期调研工作和支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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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该研究服务于新疆天文台主持建立创新“2020”规划中提出成立

一个非法人中心“中国西域古天文研究中心”，并以研究中心的目标

任务为依托，揭示西域地区丰富的文化交流、多元文化融合的发展脉

络，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科学的普及；能

更好地探索西域自然科学的发展变化情况，挖掘文化资源，服务地方

社会。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马林  供稿） 

 

【创新论坛】 

 华南植物园图书馆积极探索利用网络即时交流平台开展普遍服务 

研究所图书馆处于为科研用户提供服务支持的第一线，在如今的

网络化、电子化信息环境中，用户对实体场所的访问越来越少，而热

衷于网络虚拟交流。如何保持、增强研究所用户与图书馆员的联系，

更加主动的开展文献情报支撑工作，为深化学科化服务打下基础，是

每位学科馆员和研究所图书馆员所思考的问题。 

在对华南植物园的服务中，总结了目前所图馆员、学科馆员与用

户三者间联系的一些特点： 

研究所用户，尤其是学生，习惯于利用 QQ 等在线交流工具进行

沟通，每个研究所都存在很多自建的 QQ用户群； 

研究所用户与研究所图书馆的联系，依然主要是实体访问，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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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话、电子邮件等单点联系方式； 

学科馆员与研究所用户的联系主要依赖于网络，往往通过参与或

者自建的方式加入了多个用户 QQ群，通过 QQ产生的用户咨询已经占

到全部咨询量的绝大部分； 

大部分用户的咨询都属于

普遍服务范畴，而且很多都在

所图书馆解决范围内，因此经

常出现“用户——>学科馆员—

—>所图馆员”这样的“绕圈模

式”。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所

图和学科馆员决定尝试探索合理利用 QQ 群促进所图书馆开展普遍服

务。 

    华南植物园学生主动为学科馆员建立了专用 QQ群，并参与管理，

以该群为例进行的尝试总结如下： 

用户群培养阶段：以学科馆员为主导，在用户和所图的配合下宣

传，形成最初的 QQ 群用户。在这个阶段，发现重视信息素养、积极

主动参与咨询的用户，发展其为群管理员； 

用户扩张阶段：经过一段时期使用，在与初期 QQ 群用户建立起

互动模式后，初期用户会介绍更多地用户参与。由于口碑相传，新加

入的用户都会对该 QQ 群和服务方式抱有信任，与用户的关系也基本

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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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升级阶段：经过前两个阶段，服务模式基本形成，QQ 群人

数也达到上限。由所图出资，在学生用户管理员的协助下，将群升级

为 VIP，增加人数上限，通过这样的方式，QQ群也正式成为所图书馆

开展普遍服务的平台。 

服务巩固阶段：目前该群包含了该所大部分 2009、2010 两级研

究生，所图馆员与学科馆员在群里同时为用户服务，效果深受用户好

评。将把这种服务方式作为内容之一在即将开展的新生培训中进行介

绍，同时通过对既有用户需求的了解和分析，为开展面向课题组的个

性化服务做好铺垫。 

通过以上尝试，所图和学科馆员都一致认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网

络即时交流平台，是研究所图书馆开展普遍服务的有效形式，已经新

建面向科研人员的 QQ 群，应用得到的经验，希望亦能取得良好的效

果。在服务中，得到了周翠鸣等同学的积极协助，特此表示感谢。 

（华南植物园图书馆许秋生  武汉分馆学科馆员张吉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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