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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最早的医学图书馆产生于1763年，我国最早的医学图书馆产生于1820年。
医学图书馆是医学图书馆学产生的土壤，自从有了医学图书馆以后就有了研究医学图书馆学的活动。
最早提出“图书馆学”这个词的是19世纪初德国的图书馆员施来廷格，大约过了一个世纪，在1912年
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的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开展医学图书馆学培训”的设想，出现了“医学图书馆学
”这个词；1978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开设了“医学图书馆学专修班”，这是“医学图书馆学”这个词
在我国第一次出现，同年国家卫生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医学图书馆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在我国有条件
的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医学图书馆学专业。
此后开设医学图书情报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不断涌现，如今全国已有30余所高等医学院校开设了该专
业，每年为医学图书情报机构培养大批专业人才。
与此同时，我国的医学图书馆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类型的医学图书馆已有1万余所，工作
人员已有数万人，他们对医学图书馆工作和事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初步形成了医学图书馆学的基本形态。
专家们认为：对医学图书馆事业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就成了医学图书馆学的生长点；对医学图书馆
事业各方面的活动，加以综合分析、总结提高，上升到理论就形成了医学图书馆学。
所以医学图书馆学的产生是科学技术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医学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还沿用普通图书馆学的理论来指导医学图书馆事业的实践，已经远
远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需要，必须用医学图书馆学的理论来指导医学图书馆事业的实践，以便使医学
图书馆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然而，人们苦苦地搜寻，也找不到一本适合今天医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理论著作。
我们处在信息化和竞争异常激烈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资源更是财富，在医学领域内，谁最先掌握
本学科范围内足够的信息，谁就抢占了该学科的前沿，就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会早出成果，多出
人才。
医学图书馆是医学文献信息的中心，传递医学文献信息是它的使命，要把这一使命完成好，就要有医
学图书馆学的理论作指导。
因此，编写《医学图书馆学》，为医学图书馆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责
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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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医学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其主要内容包括：医学图书馆学的基本理论、医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医学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医学文
献信息资源建设与组织、医学图书馆用户服务与医学信息检索、医学图书馆管理与医学图书馆事业、
医学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数字医学图书馆与现代化技术在医学图书馆中的应用等。
本书论述系统全面、理论联系实际、内容新颖、结构严谨，其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均较强，可作
为高等医学院校图书情报专业教学和医学图书馆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的教材，也可供其他图书情报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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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医学图书馆的性质、职能和类型　　第一节 医学图书馆的性质　　事物的属性分本质属性
和一般属性两个方面。
本质属性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根本属性；一般属性是事物除本质属性外，所具有的其他属性
，可以与其他事物的一般属性相同。
同时，事物还有与同类事物相比的一些特性，体现出自身的特点。
现分别就医学图书馆的本质属性、一般属性和特性进行分析。
　　一、医学图书馆的本质属性　　图书馆的本质属性问题，在图书馆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主要论点
大致有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是“收藏图书与提供利用”；是“收藏借阅图
书”；是“系统地交流客体知识”；是“知识积累，知识的交流”；是“知识的中介者”；是“文献
资料的检索性”；是“藏用性”；是“工具性”；是“借阅性”、是“知识营播（追求知识传播的过
程）”等十几种。
其中“文献信息交流的中介”说占主要地位，比较权威的高校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图书馆学基础》采
用了这一观点。
　　上述观点都是从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分析角度出发进行论证和提出的，没有从图书馆发展历史分析
的角度和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
而且有的观点并不能体现图书馆独有的属性，如“知识的中介者”更像学校和教师的本质属性；“文
献资料的检索性”是图书馆社会职能的一部分；“工具性”则是语言、文字等许多事物共有的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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