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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专业图书馆应急
信息服务体系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案例研究∗

刘　 冰　 晁世育　 王晋明

摘　 要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利用网络和文献资源，遵循案例研究基本规范，系统分析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务。 文章归纳出由服务层次和发展阶段两个维度所构成

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既体现出图书馆信息知识中心的功能定

位与核心价值，又强调协同合作是其在风险防控与决策支持中价值发挥的关键，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专业图书馆或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研究认为，基于核心价值定位的战

略制定、以资源为优势的深层次服务拓展和提升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社会教育功能发挥等启示，能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类型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务提供借鉴。 图 ３。 表 ２。 参考文献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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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成因复杂

性、传播广泛性及发展演变不确定性等特点，不但

危及公众生命健康，而且会造成社会恐慌。 “人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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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与危机共存” 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普遍共

识［１］ 。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图书馆作为开展

社会教育、服务国家政府决策的专业信息与知识

服务机构，如何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发挥专业功

能与关键作用，引起业界关注。
早在 １９６９ 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社会责

任”圆桌会议上指出，图书馆应积极主动渗透到

重大公共事件中并为其应对与决策提供信息服

务［２］ ，并将“图书馆应该在电子政务和应急服务

中发挥积极作用” 列入《政策手册》 （ ＡＬ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ｎｕａｌ）Ｂ８ １１ 条款［３］ 。 国际图联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

社会责任讨论小组，倡导图书馆应为重大社会事

件提供参考咨询服务［４］ 。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则在其 ２００６ 年《２１ 世纪发展方针：美国国家医学

图书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长期发展计划》中，将灾害信

息管理研究中心建设作为四大发展目标之一［５］ 。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图书馆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为公众提供有针对性的

信息咨询服务和专业指导服务［６］ ，英国图书馆联

盟 Ｍ２５ 则以成立专门灾害应急小组的方式来保

证应急服务的信息资源共享［７］ 。 面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国外图书馆界已经在多年探索实践中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本文将以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分

析方法，剖析其应急信息服务实践，总结概括服

务经验与模式，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我国各类

图书馆满足社会公众健康信息需求、风险防控和

应急管理决策支持的应急信息服务提供经验和

启示。

２　 文献回顾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图书馆

的定位与价值，Ｈａｒｒｉｓ Ｒ 等指出，图书馆是公众首

先想到获得信息支持的来源［８］ ；Ｗｏｏｄ Ｆ Ｂ 等提

出，图书馆与相关组织、媒体、政府团体、社区性组

织等共同合作，能在健康信息服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同时认为，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与各地公共

图书馆参与用户健康信息交流的思路与工作引

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共鸣［９］ 。 孙红蕾等在 ２０１９
年研究发现，８０％的公共图书馆用户明确需要图

书馆提供健康信息、健康教育等服务［１０］ 。 Ｈａｒｒｉｓ
Ｒ 等更进一步指出，在危机时刻向公民提供准确、
及时的信息，是凸显公共图书馆参考服务功能重

要性的最佳时机；公共卫生危机中，公共图书馆和

图书馆员在健康信息服务中的作用需要更进一

步的讨论［１１］ ；并继续探索图书馆在应对危机时如

何改变自身定位，变被动为主动，以积极参与政府

信息的组织管理，协助社会各界应对危机［１２］ 。
针对突发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

国内外学者多采用案例分析法对不同类型图书

馆个案的应急信息服务实践展开研究。 Ｎｏｒｔｏｎ Ｍ
Ｊ 等系统分析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健康科学图书

馆、北卡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健康科学图书馆的

伙伴关系和服务连续性计划等［１３］ 。 Ｈａｒｒｉｓ Ｒ 等对

加拿大安大略省 ６９ 家公共图书馆在 ＳＡＲＳ 疫情

期间的信息咨询、参考及信息推荐服务展开研究，
并重点分析了服务质量问题［１４］ 。 在个案研究的

同时，公共图书馆读者健康信息素养培训项目与

活动［１５］ 、美国匹兹堡公共图书馆的健康信息专家

项目［１６］ 等均引起了学者关注。 周晓英［１７］ 、马费

成等［１８］ 指出，公共图书馆可以与政府、医疗健康

等机构合作，共同推动健康服务智慧化升级，满足

公众智慧健康需求。 而高校图书馆应积极与互联

网企业、科研机构、医疗机构、院系等合作，为公众

提供精准、全面的健康信息和知识服务［１９］ 。 与此

同时，魏大威等指出，图书馆应急服务机制的目标

在于服务国家应急服务体系建设，图书馆应根据

社会需求和自身专长来发挥自身独有价值［２０］ ；李
静霞和李真吾指出，图书馆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服务响应速度、资源供给、长远布局和应变

思维等方面呈现专业面相［２１］ ；而张智雄则进一步

指出，图书馆应急服务组织的任务定位要明晰，专
注而不分心［２０］ 。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专业图书馆，尤其是医

学图书馆的应急服务成为研究的热点。 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在美国国家灾害救援中所掌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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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话语权受到学者关注［２２，２３］ 。 医学图书馆应将

角色定位于融信息资源提供、开发、诠释于一体

的信息服务机构，树立危机意识，做好信息储

备［２４］ 。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Ｓ 等通过对俄克拉荷马大学健康

科学中心（ＯＵＨＳＣ）的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Ｂｉｒｄ 图书馆（ＢＨ⁃
ＳＬ）健康信息专家计划的研究指出，建立健康信

息专业人员网络、开展图书馆工作人员健康信息

专业培训、推动公共图书馆间的合作等，有助于

危机事件中图书馆价值的发挥［２５］ 。
由以上文献回顾可见，现有研究涵盖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中多种类型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

务，部分学者围绕应急服务中资源共享、合作协

同、教育培训、馆员能力提升等展开了针对性研

究，从整体分析到个案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为进

一步的深入、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也可发

现，现有研究或着眼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周

期、或聚焦于事件爆发期的个案研究；部分研究

则侧重于应急信息服务的某个侧面或方面，且大

部分研究聚焦于图书馆单一服务主体。 而基于

若干典型事例，多侧面动态分析和研究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的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将有助于更

为全面、系统地把握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核心

价值。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取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图书馆应急信息服

务是一个逐渐摸索、日趋成熟的过程，且其服务

覆盖事件发展全过程。 因此，更适合于采用探索

性单案例分析方法，从动态视角出发能够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特定情境下单一图书馆应急信息

服务的全貌和动态发展过程进行更为充分深入

的剖析，透析案例背后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启示。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医学图

书馆，在公共卫生健康信息服务和应急决策支持

方面具有丰富经验［２６］ ，并于 ２００８ 年成立专门的

灾害信息管理研究中心［２７］ ，形成了全过程、多方

位、多元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体

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２８］ 。 因此，本研

究选取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的应急信息服务作为案例研究样本。

３ ２　 数据收集与研究分析策略

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严格遵循案例研究基

本流程：理论回顾→案例研究草案设计→案例资

料收集→案例资料分析［２９］ ，并在后两个阶段中采

用循环往复的研究策略。
基于案例研究资料搜集基本原则［３０］ ，本研究

除系统搜集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历年发展战

略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题信息、网络研讨会

主题和研讨内容、应急服务新闻报道等多种形态

的资料外，还搜集了以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

信息服务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等。 以时间顺序

为主轴，形成完整的案例资料库。
在案例资料分析过程中，基于较长时间周期

和全面分析视角，研究团队从所构建的案例资料

库中梳理出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信息服务的典型事件，从服务层次、发展

阶段两个维度提取典型事件的关键活动、关键内

容，并与其他应急服务主体相结合，形成基本理论

模型。 最后，利用典型事件之外的相关资料对理

论模型做进一步完善、补充。 在此过程中，利用三

角验证（Ｙｉｎ，２００２） ［３１］ 对选用资料进行验证。

４　 案例描述与分析讨论

４ １　 基本描述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始建于 １８３６ 年，现已建

成由一个主馆、两个分馆以及美国 ７ 个地区 １３５
个医学院和 ５０００ 多家医院的图书馆构成的专业

图书馆系统。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共收藏有七百

多万本（册）医学及相关学科书籍、期刊、报告、手
稿、照片、音视频等，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医学专

业图书馆，由美国联邦政府经营管理［３２］ 。 美国国

家医学图书馆的核心功能是为医学研究人员和

医务工作者提供医学信息、教学科研支撑、医学情

报分析等服务，并致力于面向公众的健康信息传

播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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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根据《２１ 世纪发展方针：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长期发展计划》发展目标，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成立灾害信息管理研究中

心，收集、组织和传播与自然、意外灾害或公共卫

生事件相关的信息资源，为国家重大灾难应急准

备、响应和恢复工作提供信息支持［３３］ 。 长期以

来，面对频发的重大灾难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卫生健康信息服务、风险

防范和应急管理决策方面开展了多种多样工作，

如图 １ 所示。
１９９５ 年，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即启动“芝加

哥艾滋病宣传项目”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ＩＤＳ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ＣＡＯＰ），面向艾滋病患者和相关卫生机构，
基于其信息知识资源和信息获取优势，开展以信

息资源服务为核心的系列相关服务［２２］ 。 为该市

公众的艾滋病认知与防范、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

了有效的信息与知识支撑。

图 １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发展历程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美国爆发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

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列为需要全球关注

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一年时间里，美国

约有 ６０８０ 万感染病例、２７ ４ 万人住院治疗，死亡

人数达 １２，４６９ 例［３４］ 。 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开始，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即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相关

健康信息资源，在为专业卫生人员提供基本专业

信息资源的同时，还提供西班牙语言版本各类资

源、ＮＣＢＩ 病毒基因遗传序列资源等的免费下载服

务［３５］ 。 ６ 月， 该 馆 举 办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１Ｎ１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网络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讨

论疫情发展及应对策略，将会议内容在主页公布

并向公众提供下载服务［３６］ 。 疫情结束后，美国国

家医学图书馆又组织专业人员全面系统地搜集、
整理与此次疫情相关的各类、各渠道信息资源，

建成网络资源专题库，供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

使用［３７］ 。
２０１０ 年，海地发生里氏七级强烈地震，震后

重建关键时期霍乱疫情爆发，最终导致约 ５０ 多万

人感染、７０００ 余人死亡。 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随即启动紧急查阅计划（ ＥＡＩ），向海

地专业卫生人员和应急管理人员提供免费信息

资源［３８］ ；并协同相关机构研发出海地灾民定位器

移动软件，帮助定位搜寻失踪人员［３９］ 。 在疫情爆

发关键时期，该馆用海地本土语言克里奥尔语建

立专题健康信息资源网页［４０］ ，向海地公众免费开

放使用。 同时，帮助海地在太子港建立地方紧急

行动中心，协调组织近 １００ 个机构，整理、聚合各

方向海地公众提供的健康信息服务和相关

支持［４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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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爆发并快速

发展蔓延至全世界，共造成约 ７０００ 余人死亡。 当

即，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联合其他医学文献出版

商启动为期四个月的紧急查阅计划（ ＥＡＩ），向西

非国家专业卫生人员免费提供 ６５０ 多种医学全文

期刊、４０００ 多种在线参考书籍和若干数据库［４２］ 。
当年 １０ 月，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该馆在向社会

公众提供卫生健康相关网络信息资源的同时，为
卫生专业人员、应急管理人员、相关研究人员开

通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灾害指南、埃博拉病毒序列

病毒变异数据库等资源［４３］ 。

４ ２　 案例分析与讨论

由上述案例描述可见，根据价值与定位、服
务内容与方式，无论是在发展战略中还是在各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过程中，美国国

家医学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务可以划分为基础

服务层、核心服务层、拓展服务层三个层次（如图

２ 所示）。
其中，基础服务层主要是指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基于自身信息资源

优势，发挥信息搜集与聚合能力，为各类决策机

构、卫生服务机构和社会公众提供相关信息资源

服务。 核心服务层主要是指该馆充分发挥自身

信息分析核心能力和社会教育职能优势，提供具

有专业图书馆特色的应急特色信息服务、教育服

务和情报支持服务。 扩展服务层则是指美国国

家医学图书馆协同其他信息机构、相关部门，融
合相关信息资源，以支撑合作机构服务或拓展性

服务方式，为决策管理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和专

业人士、社会公众提供拓展性的应急信息服务或

其他相关服务。

图 ２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基本构成

　 　 以上述三个层面为主脉，融合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事前（预警）、事中（疫情爆发的应对与风险

防控）和事后（后疫情期）全过程的三个阶段，对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

息服务的主要内容、核心价值定位、模式进行分

析与讨论。
４ ２ １　 基本信息服务是应急信息服务的基础和

立足点

　 　 由案例描述可见，在每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信息服务过程中，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均是

以其信息知识资源优势和信息搜集与聚合能力

为根本，根据事件发展，为各级政府、机构、专业人

士和社会公众提供基本或专业性信息服务，成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知识中心。
在事件发生初期，事件的突然爆发性特点决

定图书馆在此阶段应急信息服务的应急性和及

时性。 根据这一要求，设计有针对性、创新性的服

务策略对于图书馆这一信息服务专指性较强的

机构来说是不现实的。 因此，以整合现有信息知

识资源与基本服务功能为根本，立即为社会公众

提供基本性卫生和健康信息，为专业人员和应急

管理人员提供相关专业信息知识，是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最有效方式和最基础

性实践，如早期“芝加哥艾滋病宣传项目”、Ｈ１Ｎ１
流感初期的信息服务等。

在事件爆发期，随着疫情蔓延，在初期基本性

服务的基础上快速整合信息知识专题，搜集聚合

最新信息资讯，提供有针对性、创新性的资源和服

务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此阶段的服务重点。 如

每次事件中的最新资讯信息服务、海地地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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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免费防疫信息资源服务等，均是该馆基于其

信息搜集能力和聚合能力优势对基本能力的升

级。 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现有资源，汇聚最新信

息知识资源，将服务对象重心向相关防控应急人

员和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转移，为其提供专业性主

题资源或相关资源全文的临时访问权等。 如海

地霍 乱 （ ２０１０ 年 ） ［３８］ 、 巴 基 斯 坦 洪 水 （ ２０１１
年） ［４４］ 、菲律宾台风海燕洪水（ ２０１３ 年） ［４５］ 等事

件中的紧急查阅计划（ ＥＡＩ），该计划成为此阶段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信息基础性服务的品

牌，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以上两阶段的信息服务是建立于美国

国家医学图书馆长期全面、系统地建设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各类资源的基础之上。 该馆灾害

信息管理研究中心以发展战略为指导，系统、全
面收集了包括 Ｈ１Ｎ１ 流感、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

以及其他大型流感病毒等疫情发展过程中各级

政府、独立机构、国际组织、新闻媒体、社交媒体所

发布的相关信息，建成专门文献信息专题档案

库、专题信息服务数据库等（如表 １ 所示）。 将这

些专题信息资源、档案资源、数据资源与原有资

源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完整闭环和良性循环过

程，是该馆应急信息服务的根本所在。

表 １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档案资源

名称 时间 信息资源内容 链接地址

Ｈ１Ｎ１ 流感 ２００９ 年

政府部门信息资源链接；国际组织信息资源链

接；研究资源链接；新闻、广播、地图、社交媒体

链接；其他语言疫情信息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ｆｌｕ－ｈ１ｎ１－２００９

甲型 Ｈ７Ｎ９ 禽流感 ２０１３ 年

政府部门信息资源链接；国际组织信息资源链

接；研究资源链接；地图、社交媒体链接；公共卫

生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ａｖｉａ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ｈ７ｎ９－２０１３

埃博拉病毒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各政府部门信息资源链接；国际组织信息资源

链接；其他国家政府官方公告链接；研究资源链

接；地图、多媒体通信、社交媒体链接；状况研究

报告链接；其他语言疫情信息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ｅｂｏｌａ－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ｅｂｏｌａ－２０１８

寨卡病毒 ２０１５ 年

各政府部门信息资源链接；国际组织信息资源

链接；其他国家政府官方公告链接；研究资源链

接；地图、多媒体通信、社交媒体链接；状况研究

报告链接；其他语言疫情信息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ｚｉｋａ

流感病毒 ２０１９ 年

各政府部门信息资源链接；疫情监控信息链接；
研究资源链接；社交媒体、移动软件资源链接；
其他语言疫情信息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新 型 病 毒： 登 革

热、 基 孔 肯 雅 病

毒、霍乱、 马尔堡

出血热、耐多药结

核病、黄热病等

美国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资源链接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４ ２ ２　 健康信息素养教育和针对性专业信息服务

是应急信息服务的核心

　 　 疫情防控与疫情风险防控同样重要。 只有社

会公众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且不断提升专业人

员的应急管理能力，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与全面

防控。 作为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机构和社会

系统中的信息知识中心，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急信息服务的核心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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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信息素养培育和针对性的专业信息服务。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长期设有面向社会

公众的卫生健康知识信息主题栏目，每次公共卫

生事件突发时，该馆均第一时间在此栏目增设相

关专题，发布其所搜集和经过辨析的及时、可靠、
权威信息，成为其培育与提升公众信息素养的重

要方式。 如 ２０１４ 年埃博拉疫情在美国蔓延，该馆

在其主题页面“埃博拉病毒 ２０１４：信息资源”上汇

编了重要组织和机构有关埃博拉疫情的最新健康

指南信息并持续更新［４６］ ，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针对应急管理和专业人员的能力提升，自

２００８ 年开始，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启动面向图书

馆员和其他相关人员的应急信息服务与信息素

养教育培训和认证项目。 该培训项目包括 ３ 门基

础课程、１２ 门任选课程和 １２ 门扩展课程，内容聚

焦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培训与演

习，为期 ３ 年。 经过考核后，培训学员可获得由美

国医学图书馆协会颁发的基础或高级灾害信息

专员资格证书，社会认可度较高［４７］ 。
与此同时，针对具体疫情，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也为专业人员提供相适配的培训机会与培

训资源。 前文所述的“芝加哥艾滋病宣传项目”，
面向社区艾滋病患者服务组织中的工作人员提

供艾滋病健康服务的相关培训、医学培训材料

等［２２］ ，为该市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信息

与知识支撑。
为进一步培育公众卫生健康信息素养和提

升专业人员应急管理能力，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

通过举办常规性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研

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研讨卫生健康信息、热
点问题以及应急信息服务等内容，对公众进行相

关方面的培训，展示或推介本馆与相关机构合作

开展的应急信息服务项目。 公众及专业人员可

直接通过网络参与研讨会相关主题，也可以通过

该馆主页下载历次研讨会资料。 截至 ２０２０ 年，美
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已经举办 ９５ 次网络研讨

会［４８］ ，该系列研讨会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医学图书

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的标志性项

目之一，其典型会议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典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研讨会

网络研讨会名称 时间 链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０２．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ｘｈｉ
ｂｉｔｓ＿０７＿ｃａｐｔｉｏｎｓ．ｍｐ４

Ｄａｔ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２０１８．０９．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ｉｓ＿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ｃａｐｔｉｏｎ０２．ｍｐ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８．０６．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ｉｓａｓ
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ａｐｔｉｏｎｓ．ｍｐ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Ｍ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Ｒｕｌｅ

２０１８．０３．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８＿
ｍａｒｃｈ＿８．ｍｐ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ｐ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１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７＿
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２．ｍｐ４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２０１５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６．０８．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６＿
ａｕｇｕｓｔ＿１１．ｍｐ４

Ｚｉｋａ Ｖｉｒ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６．０３．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６＿ｍａｒｃｈ＿１０．ｍｐ４

Ｆｒｏｍ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Ｏｍａｈ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ｂｏｌ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２０１６．０２．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６＿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１．ｍ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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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网络研讨会名称 时间 链接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２０１４．１１．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３．ｍｐ４

Ｅｂｏｌａ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９．ｍｐ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２０１４．０２．１３
ｈｔｔｐ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３．ｍｐ４

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２０１３．１１．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ｓ．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ｄｉｍｒｃ ／ ａｂｃ＿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５０８．ｐ
ｐｔｘ

ＡＳＰＲ Ｆｕｓｉｏｎ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２．０４．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９．１０．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１Ｎ１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２００９．０６．１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与此同时，发挥社会系统中信息专业机构专

长，基于其信息获取与信息分析能力优势，为医

务卫生工作者提供有针对性的、经过系统编研的

专业主题数据库，向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人员提

供经过系统、深度分析的疫情发展趋势、舆情发

展、防控重要领域等资料，这是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服务中的核心

能力，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４ ２ ３　 多机构协同合作是应急信息服务的拓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具有的成因复杂、波及

范围广、影响程度大等特点，决定了其防控、应对

与管理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合作的工

作。 由案例描述可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
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主要开展了三种类型的协同

合作来拓展其应急信息服务工作。

第一种，与其他类型图书馆的协同合作。 在

疫情爆发过程中，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与本国、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各类图书馆等组建形成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联盟［４９］ 。 一方面，基

于该馆丰富的信息资源，整合与利用联盟各馆的

信息资源，搭建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实现资源

共享、互利合作，共同为疫情严重地区的公众提

供健康、预防等方面的信息资源［５０］ 。 另一方面，

联合进行各类实时信息资源的搜集、整理、筛选，
建成高质量信息发布平台、 健康信息监控平

台［５１］ 。 在此基础上，通过制定联盟应急信息服务

标准和规则、组织应急信息服务培训、系统协调图

书馆间资源［５２］ ，提升联盟内图书馆的应急信息服

务水平，促进与推动信息服务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种，牵头各数据库商、出版商形成信息资

源提供与生产联盟。 在公共卫生事件爆发过程中

（如 Ｈ１Ｎ１ 疫情［３５］ 、海地地震疫情［３８］ 等），美国国

家医学图书馆与出版商、专业文献数据库商有机

协调、组建联盟，向有关地区的相关专业人员免费

开放有针对性的文献信息等数字资源。 同时，联

合相关出版机构，加快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版［４３］ 。

在该联盟中，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基于其在信息

聚合和信息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凸显其在卫生健

康信息交流、知识传播链中的定位与价值，充分发

挥相关机构的作用与价值，拓展服务链条，共同推

动应急信息服务的发展。
第三种，多部门协同建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信息网络。 依托各类信息聚合与服务应用能

力、精通各种数据分析挖掘工具等优势，美国国家

医学图书馆与各类医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ＣＤＣ）等合作构建多部门协同应急服务网络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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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为各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防控与应

急决策提供支持［５３］ 。 联合相关机构设计形成由

流行病学调查表和临床规程、数据收集工具、可
以激活和部署的支持性基础结构等构成的灾害

研究响应计划 ＤＲ２（环境健康灾害研究系统），覆
盖 ３２ 家灾害研究机构和组织，为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预防、应急管理和风险防控服务奠定基础［５４］ 。
与此同时，在实时信息采集和健康信息监控的基

础上，协同政府部门设计形成协同工作平台［５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在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爆发顶峰期，该
馆与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ＨＳ）联合

开发用于跟踪 Ｈ１ＮＩ 病例的网站“ 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ｐ”，供
相关组织机构和社会公众利用［５６］ 。

以上三种协同合作联盟，体现了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链中的协调、

枢纽作用，在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过程中在各个

机构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在其他部门或信

息机构职能发挥中的信息知识支撑作用，这是图

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服务的拓展与延伸。
４ ２ ４　 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模型构建

基于案例分析整体框架与以上讨论分析结

果，综合考虑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中的层次、价值定位和发展

阶段要素，本文构建形成了由服务层次和发展阶

段两个维度所构成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模型，如图 ３ 所

示。 该模型集中体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个

不同发展阶段中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信息

服务在三个层次的具体服务内容与服务特色，并
将不同参与主体和主要服务对象有机联系成为

一体。

图 ３　 面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模型

５　 研究结论与展望

５ １　 研究的理论价值

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以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发展历程

为主要脉络，基于事件全过程，从服务层次、发展

阶段两个维度对其应急信息服务进行剖析，其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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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价值主要体现为：
第一，信息知识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服务中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核心价值。
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发展和构建信息时代

图书馆专业性内涵，让图书馆成为一个更为积极

的机构［２１］ 。 本研究在服务层次和发展阶段两个

维度、从多方参与主体和服务对象角度的探讨与

分析中发现，信息知识中心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

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健康信息服务、风险

防控与应急管理过程中的基本功能定位和核心

价值。 在信息非独占性的时代，无论是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层

次方面，还是在应急管理和风险防控过程中各参

与主体、各决策机构之间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发挥

过程之中，作为信息和知识权威机构，图书馆均

致力于充分发挥其所拥有的可靠、权威、及时的

信息资源优势，发挥其专业的、其他机构无法替

代的作用。 基于信息知识服务能力向各方提供

应急信息服务与决策支持，在提高其社会影响力

和公众认可度的同时，也彰显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图书馆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价值。
第二，协同与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防控与决策支持中图书馆价值发挥的关键。
图书馆和外部利益相关方所组成的生态系

统和互动空间［５７］ ，是信息时代图书馆发展的着力

点和新方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以其信息知识中心为支点，以所拥有的

信息搜集、聚合和分析能力优势为基础，通过与

相关机构（联盟、图书馆、出版商与数据库商、政
府应急部门等）的协同与合作，为公众提供权威、
可靠的信息，为相关机构决策提供信息与服务支

撑，为紧急状态下的社会治理提供助力。 可见，协
同合作不仅拓展了专业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中的价值与定位，更是夯实图书馆在信息社

会中价值与定位的基础路径和渠道。
第三，服务体系模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图

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基本构架。
本研究在案例分析基础上，构建形成了由服

务层次和发展阶段两个维度构成的面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风险防控与公众健康信息服务的图

书馆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模型。 该模型基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周期视角，体现了事前（预

警）、事中（疫情爆发的应对与风险防控）和事后

（后疫情期）全过程中图书馆信息服务在不同层

次的核心内容和核心特色；体现了随着事件发展，
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内容变化的连续性、一致性，
服务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内容和方式的拓展性

与针对性。 该模型构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

服务和风险防控过程中图书馆应急信息服务的

基本构架，反映了动态发展过程中各方参与主体

间的协同合作关系，突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

同阶段图书馆的功能定位与核心价值，提供了较

为完善的应急信息服务理论框架。

５ ２　 研究的实践启示

本文虽然以专业图书馆作为对象而展开研

究，但其结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类型图

书馆的应急信息服务与价值发挥均有一定启示。
（１）制定基于核心价值定位的图书馆应急信

息服务战略与服务机制

案例分析表明，将应急信息服务纳入图书馆

长期发展战略，在战略指导下建立与之相适配的

应急信息服务机制和应急信息服务管理制度，是
图书馆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前提。 因

此，应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过程角度，塑造图书

馆应急服务责任，充分发挥其不同服务层次的功

能与作用，强化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突显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图书馆在风险防控、应急管理和社

会公众健康信息服务中信息知识中心的核心价

值定位。
（２）以资源优势为根本拓展深层次应急服务

案例分析表明，图书馆作为社会网络系统中

的信息知识中心，信息资源和信息能力是其服务

社会的根本所在。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
图书馆各种类型的应急信息服务应立足于其信

息知识中心优势，在资源挖掘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其信息搜集、快速整合、深度聚合与情报分析优

势，有目的地系统收集各种渠道、类型的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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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及时汇集聚合，在做好“记录者”和“保存者”
的同时加大专题资源建设，为社会公众提供及

时、可靠、权威的资源，为应急管理与风险防控决

策者提供更全面的科学防疫信息资源。 图书馆

应以资源为根本，通过协同合作，实现信息知识

资源共享、信息服务共享，通过对事态发展、疫情

趋势、舆情发展的分析研判，发挥“耳目尖兵”作

用，为相关机构应急管理等提供支持。
（３）发挥图书馆提升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社

会教育功能

案例分析表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
书馆在公众健康信息素养的培育与提升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 图书馆可以在日常健康信息资源

服务的基础上，将文化推广与公共卫生宣传有机

结合，将社会公众卫生健康、疫情防控的信息素

养教育作为其文化宣传、培训的重要构成部分。
而在疫情爆发过程中，图书馆应直面 “ 信息疫

情”，采用多种方式发布最新的权威信息，邀请有

关专家举办公共卫生健康信息讲座和研讨会，以
提升公众的信息鉴别能力和防疫基本能力。 与

此同时，联合其他图书馆，面向公众及相关专业

人员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培训，发挥其社会知识

传播与社会教育的职责。
（４）建立基于信息枢纽的应急服务协同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风险防控与应急

管理是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 作为社会网络

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图书馆是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风险防控和应急管理复杂系统中的信息知识

中心和信息枢纽。 通过加强与业界和相关机构

的联动，图书馆与各类数字资源出版商、媒体、医
院、公共卫生部门和其他各类应急服务部门建立

合作关系，凝聚行业和相关领域力量，构建多部

门协同应急服务网络系统。 与此同时，图书馆应

构建形成与政府的联动机制，积极主动与应急管

理中心、疫情防控中心等机构密切配合，发挥专

业信息服务机构在国家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中的

作用。

５ ３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研究以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应急信息服

务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专业图书馆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中的应急信息服务体系构成及其价值

定位，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应用启示。 但

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在于案例研究样本和

资料来源局限性两个方面。 虽然案例研究有其系

统性、全面性、体系性的优势，且美国国家医学图

书馆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对象，但其所开展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信息服务是否能够涵

盖所有方面，还有待未来结合其他案例进行混合

性研究予以验证。 与此同时，本研究仅采用网络

资料和文献资料作为案例分析的基础，在未来研

究中还应进一步增加访谈方法的运用，进一步提

升研究资料的丰富度，提升研究结论的价值。

参考文献

１　 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

的转折点［Ｍ］ ．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２０：２．

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１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ａｌａ．ｏｒｇ ／ ｓｒｒｔ．

３　 张靖．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灾害应急信息服务

与启示［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６（７）：７２－７７．
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ｆｌａ．ｏｒｇ ／
ＶＩＩ ／ ｄｇ ／ ｓｒｄｇ ／ ｉｎｄｅｘ．

５　 ＡＣＨ， 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Ｊ］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８， ２７
（１）：１－２０．

６　 王少薇，高波．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危机管理

实践及启示 ［ Ｊ］ ． 图 书 馆 工作 与 研 究， ２０１３
（１２）：５０－５４．

７　 Ｔｈｅ Ｍ２５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４－

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２５ｌｉｂ．ａｃ．ｕｋ ／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ｏｒｔｉ⁃

７８



·他山之石·

ｕｍ／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ｆｏｒｍ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

８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ｅｔ ａｌ．“Ｉｍ Ｎｏｔ Ｓｕｒｅ Ｉｆ Ｔｈａｔ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Ｊｏｂ Ｉｓ”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ｗｏｒｋ”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Ｊ］．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 ＆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１０，４９ （３）：
２３９－２５２．

９　 Ｗｏｏｄ Ｆ Ｂ，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０， ８８ （ ４ ）：
３１４－３２２．

１０　 孙红蕾，等．“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的公共文

化服务发展：新需求与新路径［ Ｊ］ ．图书馆论

坛，２０２０（１）：１３－１８．
１１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Ｃｈａｎ Ｗ Ｄ．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 Ｊ ］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０５，４５（２）：１４７－１５４．

１２　 唐鹏宇．我国图书馆界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研究述评［ Ｊ］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２０
（４）：５－９．

１３　 Ｎｏｒｔｏｎ Ｍ Ｊ，ｅｔ 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 ｓｕｃ⁃
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ｒｌｉｂｒａｒｙ
ｌｏ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
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９，９７（２）：１３１－１３４．

１４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ｅｔ 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ａ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 Ｊ］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０５，４５
（２）：１４７－１５４．

１５　 Ｒａｄｉｃｋ 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ｏ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 Ｊ］ ． Ａｍ Ｌｉｂｒ，２０１５，４６ （ １１ －

１２）： ４８－５３．
１６　 Ｚｉｏｎｔｓ ＮＤ，ｅｔ 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

ｅｒａｃ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
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 Ｊ］ ． Ｒｅｆ Ｕｓｅｒ Ｓｅｒｖ Ｑ，２０１０，４９（４）：

３５０－３５９．
１７　 周晓英．健康服务：开启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新

领域［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９（４）：６１－７１．
１８　 马费成，周利琴．面向智慧健康的知识管理与

服务［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５）：４－１９．
１９　 梁益铭，谢小燕．高校图书馆公共卫生治理与

服务体系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Ｊ］ ．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０（３）：２９－３６．
２０　 魏大威，等．重大公共安全突发事件中图书馆

应急服务专家笔谈 ［ Ｊ］ ． 图书馆杂志，２０２０
（３）：４－１８．

２１　 李静霞，李真吾．新时代图书馆专业性的追问

与思考———以武汉地区公共图书馆的抗疫实

践为例 ［ Ｊ］ ．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报， ２０２０ （ ３）：
３８－４９．

２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Ｅ Ｒ，ｅｔ 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ＩＤＳ Ｏｕｔｒｅａ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８５（４）：３５６－３６１．

２３　 杨春华，郝俊勤．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灾害医

学信息服务、产品及经验借鉴［ Ｊ］ ．预防医学

情报杂志，２０１４（１０）：８８８－８９２．
２４　 何玮，等．医学图书馆在突发事件卫生信息服

务中的角色定位及措施探讨［ Ｊ］ ．医学信息学

杂志，２００９（２）：１８－２１．
２５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Ｓ，ｅｔ ａｌ．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ａ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ＭＬＡ，２０１７，
１０５（３）：２５４－２６１．

２６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Ｉｎｅｚ Ｔａｍａｎａｈａ．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ＬＭ ／ ＤＩＭＲＣ
［ Ｊ ］ ．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１０，２９（４）：３９４－４０４．

２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ｗｅｂ ｓｉｔｅ 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ＭＲＣ） ［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４ －

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ｉｔ． 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８８



２ ０ ２ ０  ５

总第１３１期

２０１８０２２７２２４４０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ｉ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０８．ｈｔｍｌ．

２８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Ｍ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８９，１４（４）：５３２－５５０．

２９ 　 Ｐａｎ Ｓ Ｌ，Ｔａｎ Ｂ． 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１（３）：１６１－１７６．

３０　 应国瑞．案例学习研究：设计与方法［Ｍ］ ．张
梦中， 译． 广 州： 中 山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
９８－１０６．

３１ 　 Ｙｉｎ， Ｒ． Ｋ．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４ｔｈ） ［Ｍ］ ． 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２：１８６－２１０．

３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ＥＢ ／ ＯＬ］ ．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０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ａｂｏｕ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３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ｈａｒ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ＬＭｓ ｌｏｎｇ ｒａｎｇｅ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６［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ｅｘｔ ／ ｋｉｒｔａｓｂｓｅ ／
１０１２９００６２ ／ ＰＤＦ ／ １０１２９００６２．ｐｄｆ．

３４　 王善雨，等．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的流行病学特征

及预防控制［ Ｊ］ ． 中国当代医药，２００９（１５）：
３７－３９．

３５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Ｎｅｗ Ｗｅｂ Ｐａｇｅｓ ｏｎ ２００９
Ｈ１Ｎ１ Ｆｌｕ［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２６］．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
ｂａｃ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 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２６３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ｓｗｉｎｅ＿ｆｌｕ０９．ｈｔｍｌ

３６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 ［ ＥＢ／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３］．
ｈｔｔｐ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ａｒｃｈｉｖｅ．

３７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
ｔｅｒ． Ｈ１Ｎ１ Ｆｌｕ （ Ｓｗｉｎｅ Ｆｌｕ） ２００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３］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ｆｌｕ⁃ｈ１ｎ１⁃２００９．

３８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ｅ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ｒｅ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Ｈａｉｔｉ［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８］．ｈｔｔｐｓ：／ ／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 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２５００／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ｆｒｅｅ＿ｒｅｆ＿ｈａｉｔｉ．ｈｔｍｌ．

３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Ｈａｉｔｉ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ｏ⁃
ｃａｔｏｒ［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２４４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ｅｏｐｌｅ＿ｆｉｎｄｅｒ．ｈｔｍｌ．

４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ａｉｔｉａｎ Ｃｒｅｏｌｅ（Ｋｒｅｙｏｌ ａｙｉｓｙｅｎ）［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ｔ． 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 ２０１８０２２８０１４０４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ｅｄ⁃
ｌｉｎｅｐｌｕｓ．ｇｏｖ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ｈａｉｔｉａｎｃｒｅｏｌｅ．ｈｔｍｌ．

４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Ｙ２０１０［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 ０３－ 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ｏｃｐｌ ／ ａｎ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ｆｙ２０１０．ｐｄｆ．

４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Ｅｂｏｌａ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 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 ｏｒｇ ／ ｏｒｇ － 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１４４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ｅｂｏｌａ＿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ａｃｃｅｓｓ．ｈｔｍｌ．

４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ＬＭ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Ｗｅｂ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ｂｏｌ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

０３－１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１４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ｎｌｍ＿ｗｅｂ＿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ｅｂｏｌ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ｔｍｌ．

４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ｅ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ｒｅ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ｏ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

０３－１５］．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２３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ｆｒｅｅ＿ｒｅｆ＿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ｈｔｍｌ．

９８



·他山之石·

４５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ｎ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Ｈａｉｙａｎ ［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１４］．ｈｔｔｐｓ：／ ／ ｗａｙｂａｃ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ｏｒｇ ／ ｏｒｇ⁃
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１９１５５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ｔｙｐｈｏ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ａｃｃｅｓｓ．ｈｔｍｌ．

４６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ｂｏｌａ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Ｂ／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ｅｂｏｌａ－２０１４．

４７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
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２６］．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４８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ＥＢ／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３－２８］．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ｉｎｆｏ．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ｗｅｂｉｎａｒｓ．

４９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ｂｏｕｔ ＮＮＬＭ
［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 ０３－ 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ｎｎｌｍ． ｇｏｖ ／ ａ⁃
ｂｏｕｔ．

５０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

２８］．ｈｔｔｐｓ： ／ ／ ｌｏｇｉｎ．ｅａ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ｌｏｇｉｎ．
５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９］．ｈｔ⁃
ｔｐｓ： ／ ／ ｄｒ２．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ｔｏｏｌ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５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ＯＣＬＩＮＥ［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９］．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ｌｉｎｅ．ｇｏｖ ／ ｄｏｃｌｉｎｅ ／
ｎｅｅｄｓ＿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 ？ ｎｅｘｔ ＝ ／ ｄｏｃｌｉｎｅ ／ ．

５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Ｃｏ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４－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ｄｒ２．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５４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Ｉ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Ｒ２）［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９］．ｈｔｔｐｓ：／ ／ ｄｒ２．ｎｌｍ．
ｎｉｈ．ｇｏｖ ／ ．

５５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０－０４－２２］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ｒ２．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ｓｐｆｓ＿０１＿２０１５．ｐｄｆ．

５６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ＬＭ Ｇｒａｎｔ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ｐ” ｔｏ Ｍａｐ ａｎｄ Ｔｒａｃｋ Ｈ１Ｎ１
Ｆｌｕ Ｃａｓ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ａｙｂａｃｋ．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ｔ．ｏｒｇ ／ ｏｒｇ－３５０／ ２０１８０９１１
１９２５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ｌｍ ｎｉｈ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ｈｅａｌｔｈｍ
ａｐ＿ｇｒａｎｔ．ｈｔｍｌ．

５７　 肖鹏．回归命运契约 优化生态系统：图书馆

事业、教育与研究的协同发展之路［ Ｊ ／ ＯＬ］ ．
图书馆论坛．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４４．１３０６．ｇ２．２０２００５２４．２２２９．００４．ｈｔｍｌ．

（刘 冰　 教授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晁世

育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情报学专业 ２０１８ 级

硕士研究生， 王晋明　 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情

报学专业 ２０１９ 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６－２３

０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