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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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我国的学科服务自 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展以来，距今已发展

二十年。学科服务是以用户为核心，主体通过学科馆员，依托图书馆特

有数据源技术和公共信息资源，面向特定机构和用户，基于科研与教学，

多方协同面向一线用户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多所高校图书馆的研究学

者对高校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研究。清华大学范爱红对美国康

奈尔大学的学科馆员工作模式研究中描述了“嵌入式服务”概念。武汉

大学刘颖对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开展研究。初景利从学科馆员角

度对嵌入式学科服务进行解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相继开展相关内容的学科服务。多位学者对其的定义和服务模

式进行探讨，提出嵌入式知识推送服务、嵌入式科研服务、嵌入式学科

情报服务、嵌入式科研服务等相近涵义的概念定义。

从最初文献检索获取服务到融入科研与教学过程的嵌入式服务，各

类型图书馆在学科服务研究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实践和创新变革，在

新形势下摸索出适应新时代的学科服务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嵌入式学

科服务及其实践随着网络技术的成熟和学科发展，通过大数据分析知识

发现与挖掘等方式，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图书馆学科服务中，创新发展了

学科服务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呈现出繁荣发展态势。



随着大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嵌入式学科服务成为高校

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热点和主要服务模式。研究嵌入式学科服务发展现状，

从学科服务实践出发，收集整合学科领域信息资源的动态、建立与学院

密集联系、精准获取师生信息资源需求、反馈学科信息资源建设的情况

与进展、配合学校做好学科发展规划，具有现实意义。

2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随着大数据时代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嵌入式学科服务成为高校

图书馆学科服务的热点和主要服务模式。从嵌入式学科服务发展现状以

及创新过程的学科服务实践出发，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梳理分析应用成

果及服务成效，结合高校案例，总结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特征。参考中国

海洋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结合本校图书馆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的

实际案例，从学科情报服务团队建设、服务规范流程和机制建立探讨嵌

入式学科服务框架。

         本课题从下几方面研究：

① 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现状分析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对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嵌入式

学科服务”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利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

出版总库”检索平台跨库检索，检索日期是 2019年 01年 24日，共检

索得到 657篇。



图 1“嵌入式学科服务”主题检索文献发表年度趋势（2019.01）

分析图书情报业界对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研究现状，梳理嵌入式学科

服务的发展重点研究工作。通过检索文献主题年度交叉分析、计量可视

化分析、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等手段，

重点分析它和学科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关系。

图 2“嵌入式学科服务”主题检索文献主题年度交叉分析（2019.01）

②嵌入式学科服务的特征

联合具体实际工作案例，通过对上述高频关键词和高被引文献的分

析，对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发展现状进行总结，梳理嵌入式学科服务的

特征



③  嵌入式科研服务的模式与内容研究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通过为学术研究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支持：在初

始阶段开展信息素养培训促进科研合作；科研进行阶段提供课题咨询和

各种研究工具的应用；科研成果产出阶段提供学术出版传播和数字化服

务；科研结束阶段提供数据监管、存档服务等，使学科馆员成为科研工

作者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通过开展一线知识化服务项目，为科研

团组搭建各种信息服务平台，用来存储科研团组个性化的资源情报分析

方法与学科馆员的个人专业知识，并将其作为长期的知识资产。中国海

洋大学组建海洋文献与数字化部，数字化保存海洋领域的文献资源信息，

联合其他职能部门搭建数据平台，进行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根据科研个

体提供个性化数据集，开展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

最终结合国内高校嵌入式学科服务现状，搭建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

务框架。

3结论与建议

2020年伊始，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面对严峻复

杂的疫情，各地高校图书馆认真落实党中央、教育部和山东省、市的有

关文件精神要求，深刻认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各高校图书馆馆积极响应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迅速行动，科学

应对，精准施策，勇于担当，以更加专业、及时、主动、周到的服务，



全力保障广大师生对文献资源的需求，彰显了高校图书馆人的使命和担

当。这期间开展嵌入式学科服务，能够培养学科馆员沟通、协调、组织、

管理的能力，培养出在息资源采集挖掘关联和利用情报分析工具的高端

服务人才，建立学科馆员服务团队与科研一线团队的深度交流，密切沟

通，形成优势互补的协作合作关系。为图书馆加快专业化、体系化、现

代化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建立完善的学科服务团队和体系，提供服务

创新。以此契机，未来会在防疫新常态化下，参考疫情中高校图书馆无

接触图书馆服务中的案例，深入探讨嵌入式学科服务的发展前景和实际

应用。

4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完成《高校图书馆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与探索》调研报告 1篇。公

开发表《嵌入式学科服务研究与探索》论文 1篇，该文献获得“山东省

图书馆学会第二十六次科学论证会正文”二等奖。详情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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