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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图书馆知识服务初探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信息服务的实践与探索

周翊兰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昆明 650204

!摘要∀介绍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和工作基础, 对已经开展的信息服务的传承与创新进行总结, 并

对在新的网络环境下正在开展和准备开展的创新型知识服务进行探索。

!关键词∀情报服务 信息服务 知识服务 创新 服务模式

!分类号∀ G252

情报信息服务是面向用户的服务,基于用户对

文献信息的需求而开展 [ 1]。图书馆一直力求在日常

工作中做到向读者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服

务。科研的不断深入发展, 对图书馆提出了新的要

求, 这些需求带动了图书馆的情报服务工作。为了

让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本文对多年

来图书馆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信息和情报服务工作进

行了总结,在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及以后拟开展的创

新服务等方面作一探讨。

1 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的历史沿革和独具特色

的馆藏

1938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云南的部分工

作人员与当时云南省教育厅合作, 建立了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前身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由于经费

拮据,书刊收藏很少, 至解放前夕中外文书刊只有

250多册。1949年云南解放,给研究所带来了生机。

经费逐步增多,书刊不断增加, 还得到院植物所 (北

京 )、院图书馆调入的一批书刊,丰富了图书馆的馆

藏, 规模也随之扩大。 1957年设置了专职管理员,

改变了图书管理由研究人员兼职的局面。 1958年

工作站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分所, 后改

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项目增多,人员

增加,机构扩大,相应成立了情报资料室, 与图书室

并行。1981年生物学部对我所评议, 根据当时的情

况将图书室与情报资料室合并为图书馆, 直属于研

究所领导。

几十年来,图书馆紧紧围绕研究所的主攻方向,

对植物学及其分支学科、有机化学、天然产物、药学、

种质资源等方面的书刊资料进行了较广泛的收集和

不间断累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藏书特色,成为了西

南地区最大的专业图书馆。

2002年夏天,图书馆新楼竣工, 面积达 2 100平

方米,购置了 800立方米的密集型书架。现有馆藏

已达 27. 5万册。

2 图书馆现有的工作基础

2. 1 馆藏书目数字化, 管理自动化 为了尽快完成

图书馆现有书目的数字化, 2002年图书馆向研究所

提交了#图书馆数字化及日常管理自动化∃的项目

申请书,得到了所领导和科研骨干的大力支持。该

项目很快就获得研究所创新经费 17万元的支持。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完成了中、西文图书和中、西

文期刊所有馆藏机读目录数据库的建设, 搭建好了

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平台。通过该项工作的开展,

不但熟悉了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了解资

源建设的组织流程, 而且提升了自己的实际操作能

力和组织管理能力。

2. 2 历届硕、博士论文入藏图书馆 自从研究所开

展研究生招生工作以来,已经有大批硕、博士毕业留

所工作或走向其他工作岗位。他们的毕业论文是一

笔丰富的科研财富。但图书馆对该部分重要的文献

资料没有收藏。基于此,从 2003年开始着手收集研

究所历届硕士、博士生毕业论文。现已基本完成,这

些资料也成为了图书馆特色文献馆藏中的一部分。

2. 3 开通了 CSDL、NSTL两级文献传递系统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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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起,国家科学图书馆 (国科图 )开始建设中国

科学院内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服务系

统, 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第一批就加入该系统。

通过积极工作,从 2004年起连续多年获得该项工作

%优秀服务&单位。现在图书馆的 CSDL用户数已经

达到 52个 (以研究组为单位 )。紧接着又加入了

%国家虚拟图书中心&即 NSTL的文献检索与全文提

供系统,现在的用户数也达到 25个。这些系统的开

通, 真正实现了院内外文献资源的共享,为科研人员

提供了经济快捷的全文获取途径。到目前为止, 通

过这两级系统申请的文献已达 3 800篇。

通过帮助科研人员申请文献, 图书馆员更加熟

悉了各课题组人员对文献情报工作的需求, 懂得科

研项目在立项前、后需求的不同所在。目前图书馆

从事的服务基本满足科研人员立项后的需求, 以后

更要积极协助科研人员完成立项前的文献情报需

求, 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2. 4 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项目工作 在完成好图

书馆的信息服务工作的基础上, 还不断参加一些与

本专业相关的项目的建设。2004年参与了上海生

命科学信息中心主持的#生命科学信息门户网站∃

的建设; 2005年图书馆申请了#种子植物信息门户∃

项目,得到了国家科学图书馆 20万元经费的支持。

同年还得到昆明分院#云南植物志∃电子化项目的

经费支持。通过参与这些项目, 图书馆员掌握了门

户建设的相关理论知识, 懂得了在项目完成过程中

如何对资源和人力进行合理组织和分配, 如何按照

工作进度按时完成任务等, 对文献情报项目的争取

和完成有了一定经验和能力。

这些年来,部分图书馆员还和科研人员一起合

作完成了多篇论文的撰写及#口腔本草∃及#云南资

源植物 100种∃两本专著的编著。

3 文献信息服务的传承与创新

现在图书馆的服务环境正经历日新月异的变

化, 图书馆服务工作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需要不断

更新服务观念,提高信息服务水平,认真完成相关的

信息服务,将传承与创新结合起来。

3. 1 加强到馆服务和网上服务,让用户满意 以最

便捷的方式,提供给读者所需求的文献情报资料;继

续做好开架借阅、书刊检索、网络续借、网上预约等

信息服务工作。

3. 2 根据用户需求情况,开展多类型的用户培训工

作 征对用户的特征如学生、一般科研人员和高级

科研人员等情况,开展多层次的网上资源检索使用

培训,从检索技能、分析能力和计算机使用等方面提

高用户的实际操作能力。现在图书馆每年都开展各

类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快速查找自己需要的文献、网

络资源搜索、论文撰写、文献信息管理工具使用等

等,提高广大读者的自助服务水平,让图书馆更好地

为读者所利用。

同时,图书馆员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综合服务

能力,不断学习新信息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信息

资源功能和信息服务模式。

3. 3 开展研究所信息资源分析工作, 提高资源订购

的使用效率,节约成本,在经费固定情况下尽可能提

供全面的资源保障 深入课题组, 加强和科研人员

的交流沟通;参加研究所重要方向的学术会议,了解

学术前沿。结合已订资源情况, 开展信息资源需求

分析,全面满足科研人员对印本资源、电子文献和电

子数据库的需求。对特殊需求的用户, 购建第三方

信息资源保障系统。

3. 4 加强宣传, 做好 CSDL和 NSTL两级原文传递

系统的文献保障 两级文献传递系统缓解了研究所

经费的严重不足,给科研人员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文

献获取平台,文献传递系统已经成为研究所资源建

设的有机部分。以后还将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培训,

做到让全所科研人员知道该系统,使用此系统。

3. 5 开展形式多样的参考咨询服务 参考咨询是

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重要环节 [2]。而在网络环境

下,参考咨询服务内容发生了重大变革,咨询馆员需

借助先进的网络信息检索技术更全面地回答用户的

问题 [3]。

在国家科学图书馆的支持下, 研究所图书馆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参考咨询服务。现已开展首问负责

制,全面解答研究所用户需求。除到馆咨询外,还在

图书馆主页上设置了 %网上咨询服务台&, 为科研人

员答疑。

3. 6 发扬馆际合作精神,谋求院内外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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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分馆及其他同行研究

所图书馆、相邻大学及其情报研究人员的馆际合作,

开展好资源和服务的合作, 互惠互利, 做到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共建共享、团结协作。

3. 7 融入课题组,加强与科学家交流互动 与科学

家的直接交流能了解科研人员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和

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能不断修正服务方向,调整服

务策略。通过互动,科研人员也了解图书馆信息服

务对科研工作的重要作用, 图书馆员融入到科研人

员的工作中,无疑更能增进科研人员和信息服务人

员彼此间的理解和认可。

4 拓展服务领域, 创新服务内容

因文献情报的逐步电子化, 图书馆的工作重心

已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的观念也在转变,即由以

前的被动服务转变成主动服务,譬如:根据研究所现

有信息服务状况和用户情况,开展个性化服务、特色

服务和知识服务,服务工作融入科研过程,带入科研

项目中。

4. 1 进一步完善图书馆自助服务系统, 拓展网络信

息导航,丰富网上信息资源 自助服务,简单说就是

用户自己动手做。图书馆的自助服务是指无需图书

馆工作人员的参与,用户在指定的管理区域、活动范

围内,在不超过图书馆服务项目和工作内容的前提

下, 根据用户的兴趣、需求、偏好、研究重点和时间安

排,灵活地完成书目查询、藏书借阅、文献复印等活

动, 实现自主服务。

图书馆网页现有的自助服务类目包括: 网上自

助书刊查询服务、新书推荐、预约借书、馆际互借与

文献传递、利用各种数据库资源搜索下载打印等。

读者利用图书馆文献资源自如便捷,也间接提高了

图书馆员的工作效率。

图书馆自助服务系统建设的工作重点是: 完善

机读目录和图书馆网页;增加%网上新书通报&、%热

点问题研究&等新栏目, 加大图书馆宣传力度. 帮助

读者详细了解图书馆 [4]。

4. 2 在定题服务基础上,开展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建

设, 使其成为图书馆虚拟阅览室 定题服务 ( Se lec

tiveD issem ination o f Inform ation,简称 SD I)是指图书

馆根据用户研究课题需要或急需解决的问题, 对信

息进行收集、筛选、整理, 以书目、索引、文摘、全文、

译文、综述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提供给用户 [ 5]。

特色文献是图书馆特有的文献集合, 具有某一范

围内容的特征,或某一时间范围、或某一地域范围、

或某种载体形态等;还具有馆藏优势和服务优势 [ 6]。

关注研究所重大方向,关注科研人员的研究课

题及实际需求,为他们定制个性化服务,也成为图书

馆开展的新工作。先选定少量课题组, 通过和科研

人员的交谈获取他们关注的信息, 了解其常用的数

据库以及他们感兴趣的重要期刊。再定期跟踪这些

数据库和期刊,将其中与该课题相关的文献检索出

来后进行筛选,以目录、文摘或全文的形式发到科研

人员的邮箱。这项工作的开展大大节约了科研人员

查阅文献的时间。

因特色文献主要来源于研究所购置的各种电子

文献和数据库中与研究所研发方向有关的信息资

源,图书馆还需结合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增加专利、

学术会议报告、会议动态、科学计划、科技政策、科研

成果、新技术、新方法等方面的文献信息, 补充和提

高特色数据库信息资源的质量和数量, 使其建设成

为更具影响力的特色资源信息门户, 满足科研人员

的新需求。

特色资源信息门户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收

藏问题, 而且丰富全面的资源 (文献、会议报告、专

利、科学计划信息等 )不仅可为现在的科研人员提

供方便,使新来所的科研人员也能共享知识,迅速进

入课题研究工作,而且更能为今后的科研工作发挥

重要的科学知识库的作用。另外, 还需跟踪与研究

所重要方向一致的 SC I期刊及该方向国内外重要机

构的科研进展,以及该方向国内外重要科研管理机

构的情况等。

通过全文传递系统获得的大量文献, 已成为图

书馆特色文献数据库的一部分, 为以后工作的进一

步拓展作了很好的积累。

4. 3 尝试编制重要学科方向的研究简报 生物多

样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植物化学等都是昆明植物

研究所的重大学科方向。在完成好前述工作的基础

上,将编制一些简报, 如#生物多样性月报∃等。以

此来跟踪国内外生物多样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

研究进展,进行及时报道。图书馆准备以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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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Nature、Science, 重要科研机构如国际生物多样性

研究所、美国 Sm ithson ian研究院、英国丘园、日本筑

波的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等,以及国内报纸、网站及

核心期刊作为重要信息源,对信息进行及时、系统全

面报道,定期、不定期推介给科研人员。

4. 4 参与研究所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工作,逐步加入

到西南生物多样性特色分馆的建设中 机构知识库

是科研机构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

集中了一个机构所有科研成果的物化形式 (论文、

专著、报告、试验数据、照片和视频等数字化资料 ) ,

为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和窗口。

因此,建设研究所机构知识库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研究所信息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正在建设

研究所的机构知识库, 其中的主要工作都将由图书

馆工作人员来完成。现在已经完成了 1951- 2008

年间全所科研人员正式发表的专著和期刊论文的目

录录入、整理和统计工作 (其中专著 213本, 论文 4

435篇 )。接下来,计划在此目录的基础上,以年代回

溯方式,逐步收录这些科研成果产出的数字化全文。

国家科学图书馆正在组织昆明植物研究所、昆

明动物研究所及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三家单位筹建

西南生物多样性特色分馆,该项工作也会很快启动。

图书馆将会积极投入到其建设中。

4. 5 图书馆空间利用创新服务 随着电子资源的

丰富,相当数量的印本资源被逐步取代,图书馆有了

宽松的空间。因此,要加强图书馆现有空间的人性

化布置,给读者温馨的学习氛围,并且为他们提供专

门区域,如电子阅览室和配套的设备, 如计算机、无

线上网、打印机,以及一些学习和研究用的软件; 同

时也提供一些休闲的书刊、报纸; 开辟讨论区, 以供

学术交流之用。

5 结 语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和用户需求有了

很大的变化,图书馆只有充分研究和了解用户的信

息需求特点,才能积极迎合、引导、开发用户的信息

需求,提供多种方式的信息服务。

因此,专业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不仅要满足所内

各层次读者的文献信息需求,还要做到更深层次地

挖掘和开发出研究所需要的信息资源, 不断拓宽图

书馆信息服务的工作思路, 扩大工作范围。以后的

信息服务工作,将在国家科学图书馆和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不断创新,提高昆明植物研究所图书馆

的整体服务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上

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生命科学图书馆高柳滨老师、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成都分馆杨志萍老师的

大力帮助,在此向她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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