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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服务

胡玫、王晓霞、贺春子、王霞、姬军生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图书馆 北京 100039）
[摘要] 简述医学图书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和服务内容。医学图书馆要充分

发挥情报收集和分析功能，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以及提供多样化的

信息服务，为医院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及科研工作提供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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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ction and service contents of medical libraries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re briefly described. Medical libraries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do a good job in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rovide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services so as to giv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pidemic situations, medical treat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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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3 年 SARS 的流行之后，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近些年随着 H1N1、H7N9、

埃博拉病毒病、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病毒病、美国流感大暴发，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的严重危害。2019 年中国武汉暴发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目前全球已有 26 个国家报告确诊病例。其中该病毒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和暴发。

已造成中国共 34 个省市 42823 人感染，1012 人死亡。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技术

的兴起，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分享不同形式的数据和信息。医院图书馆作为信息的

存储和传播机构，不仅要保障好医院的医疗、科研与教学任务，而且在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时候，更要发挥图书情报人员的敏锐的信息意识，收集、整合和加工疫情相关的信息，

为疫情防控、医学救治等提供帮助。

1、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危机意识。

2003 年 5 月国务院颁发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了

定义，主要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共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共健康的突发事件[1]。

2003 年的 SARS 至今让很多人记忆犹新，2004 年的禽流感、2009 年的 HIN1、2013 年

的埃博拉、2014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 2019 年末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大爆发，这些

疾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虽然 SARS 之后，中国乃至全球开始意识

到重大传染病的严重性，也在疫情的预警和防控方面也做了很大的改进，出台了一系列的条

例和规章制度。应急能力也明显提高。但是时隔 17 年，一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

情再次暴露了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严重不足和缺陷。关于突

发公共管卫生事件的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也严重滞后。其主要原因还是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淡薄。在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由于信息不通和信息不全导致小道消息流行。

但是有关部门并没有提高警惕、高度重视，以至于延误了时机[2]。

医院图书馆除了紧密围绕医院的工作内容和特色，为医务和科研人员提供信息服务，还

应该发挥图书情报的职能，收集、挖掘和分析医学信息；要高度关注全球的传染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动态，为疫情防控提供信息支持。由于传染病的暴发具有地域性、季节性、潜

伏性等特点，所以作为医学情报人员要具有超前的情报服务意识，要掌握传染病的暴发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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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地区和季节规律，每周对全球及中国的传染病集中暴发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通过各地

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权威卫生部门网站获取传染病的疫情信息，收集并整理，定期归纳

分析，总结规律[3]。对于不明原因疾病集中暴发要高度重视，尽可能全面的收集有关此类疾

病的来龙去脉，为医院管理层提供决策信息，为有可能发生的疫情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

2、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收集

2.1 广泛收集相关信息

从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暴发和流行趋势上看，与 2003 年的 SARS 还是存在很大

的不同。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交通、物流的导致人员的流动性越来越大，疾病的传播速度

和范围也突飞猛进。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

由于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终端等网络技术的兴起与应用，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

方式越来越多，信息获取的速度也更加快捷。由于大数据时代下的数据呈海量、结构化和非

结构化等特点，所以人们常常苦恼于信息量太大，而且杂乱无序，缺乏系统性、规范性。这

时候医学情报人员更要发挥其作用，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找出与疫情高度相关的信

息，对这些信息进行聚类、归纳，进行数据清洗，最终得到最具参考价值的信息。

2.2 信息收集的内容

2.2.1 政策和法规的收集

当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国家以及各地区会通过立法制定颁布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各项制度、措施。明

确各级部门、公民面对疫情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4]。

医学情报人员应当及时关注 WHO、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

各地的卫生部门与疾控中心发布的各项有关疫情的趋势、政策、制度和规范。疫情爆发期间，

对每日 24 小时国内外疫情的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归纳。

2.2.2 科研内容的收集

为了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水平，加强科学研究，尤其是疫情的流行病学研

究，摸清时间发生发展的规律，有针对性的开展防治工作。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研究

也尤为重要。包括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研究、病原病因的检测与分析、药物治疗、应急反应

装备、疫苗等的研究[5]。

医学情报人员也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收集相关的研究成果。检索研究性内容一般可

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第一是通过各大知名的网站获得。专家的研究结果一般会被各大

媒体捕捉并争相在网站上报道。除了一些综合类的新闻媒体和网站，国内外的一些知名的医

学网站也会对研究结果进行整理报道。第二是通过研究结果所发表的出版物。在信息网络发

达的今天，开放获取和资源共享将逐渐成为信息获取的趋势。很多出版物都会积极报道最新

的医学研究成果，尤其是当发生重大疫情时，科学家们辛苦成果会在各大出版物的官网上优

先发表，这样有利于国际交流与合作，让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尽快地看到研究结果，为下一

步的医学救治、诊断及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6]。

在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之际，Elservier、JAMA、OUP、BioRxiv、BMJ、Annual 
Review、Annal of internal Medicine、NEJM、Lancet、Taylor and Francis Group、ACS 等国际

知名的出版机构都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为研究内容的专题报道。

国内各大出版社，例如中华医学会也相应推出了“新冠”的专题报道，加快了审稿周期，

简化了出版流程，对其相关的文献进行优先发表。

第三是通过国内外各大数据库。在疫情爆发期间，国内外各大数据库利用大数据技术对

国内外发表的文献进行汇总、归纳，做出关于疾病的专题板块，提供文献的链接或下载，方

便读者快速了解疾病的专业知识、相关药物的研发以及疾病的热点研究等。

例如，在 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暴发期间，国内的中国知网、万方医学、NSTL 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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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也纷纷做了关于新冠的专题库，收录最新发表的文献。国外的 Wiley、Springer、
Elservier、科睿唯安等也紧跟疫情动态，做出了新冠的专题数据库，方便用户在线浏览和下

载。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分析

医学情报人员不仅仅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期间，迅速准确地收集各类相关信息，

还要发挥情报分析能力，对各类信息进行筛选、归纳、分析，最终形成高质量的二次文献、

三次文献等。信息分析主要包括：第一，掌握疫情的发生发展情况，关注疫情的流行趋势和

各类数据，对全球、全国及各大城市的疫情有宏观的了解，如果本单位也有收治任务，也可

以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对疫情进行分析，利用统计学和流行病学知识，绘制统计表和趋势图，

尽可能挖掘数据间的深层含义和相互间的关系，对制定防控计划和措施提供数据支持。

第二，分析与疫情相关的研究结果，得出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收集各类疾病的相关的研究结

果，对研究内容聚类分析，利用文献计量学原理和可视化软件，获得研究热点关键词、研究

领域的专家及团队、机构等，对目前研究的内容、重点和难点有所了解，深入思考、具体分

析，可以和相关专家交流讨论，以医学情报的视角，为医院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提供专

业、科学的信息服务。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服务。

4.1 提供管理型、战略型情报咨询。主要为医院的管理层、战略决策部门制定和完善防

控、救治方案提供详实、准确的有据可依的信息。在疫情爆发期间，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各地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一些权威机构公布的政策、法规条例、指导意见、专家共识等进行

收集，对其内容分门别类整理，针对所在医院管理层的需求提供准确详细的信息。常用的网

站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及各地卫健委、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欧洲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ECDC）、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 NLM) 、美国预防医学会( ACPM) 等[7]。

在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流行中，大数据技术在防控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人口健康

科学数据中心推出疫情追踪与救治查询平台。平台下分为 6 个平台，例如基础医学科学数据

中心、中医药学科学数据中心、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心。通过这些平台，医学情报人员可以

根据需要收集科学数据，经过情报人员专业研判并深度加工分析，整理出适合本医院管理层

需要的信息。

4.2 提供专题信息服务。医学情报人员利用信息资源，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跟踪服

务，掌握疫情态势和研究进展，对于疫情有关的研究内容进行收集整理，加工编辑，制作疫

情专题快报、专报以及研究报告，为了给医务人员和研究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随

着互联网、移动终端的不断发展，情报人员还可以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将疫情相关信息通过

微信平台发布。除此之外，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国内外与疾病相关的文献、指南、专家共

识等的全文链接，及时向大家推送。对于可以获取到的文献信息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全方

位的数据挖掘，做好突发疫情的信息积累和分类组织，建立专题数据库，做好疫情的知识储

备，保证疾病研究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系统性。例如，在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中

科院情报所率先推出了新型冠状病毒专题知识服务和科研攻关交流平台，利用大数据的监测

采集、知识图谱及治理标引等技术，提供该专题的前沿动态、专题文献下载、分析、专题科

学数据共享及关联、引入群体智慧的交流社区以及扫描该专题方向的全球专家团队[8]。

4.3 提供嵌入式服务。医学情报人员还要主动联系临床，嵌入研究和教学过程，了解其

信息需求，提供有价值的有针对性信息服务。及时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信息的跟踪

服务和沟通交流工作。医学情报人员嵌入临床可以借助循证医学资源，为医生提供诊疗证据，

并对其可信度和实用性进行评价，将与学科有关的循证医学资源进行整资源合，为临床提供

学科化服务。嵌入科研服务是一个知识的协同互动过程。嵌入科研服务就是嵌入专家团队的



bm
r.

20
20

03
.0

00
54

V
1

https://doi.org/bmr.202003.00054
此预印本（未经同行评审）的作者拥有该文稿的版权，biomedRxiv拥有永久保存权。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重复使用。

课题研究环境，参与研讨，掌握研究项目的热点、难点，提供科技查新服务，帮助制定检索

策略。在课题研究阶段，密切跟踪研究进度，及时提供相关信息 [6]。

总之，医学图书馆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要积极配合医院的防控工作，发挥图书

情报工作中信息资源管理作用，为管理层提供决策信息，为医疗救治提供参考，也能为科学

研究提供信息服务，为战胜疫情赢得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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