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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 

校园卡在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 

校园卡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数字化校园的基础平台。“校园一卡通”制度是我校在

新学期的一大举措。“一卡通”制度的施行，极大地方便了师生们的学习和生活。一卡在手，借还图书，

电子阅览，就餐购物，身份认证，都变得方便、快捷了许多。 

  图书馆是校园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校园卡在图书馆顺利投入使用，图书馆技术部与中文书库

的工作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暑假期间，他们加班加点修改了读者的数据库记录信息，顺利完成了从借

书证到校园卡的转换。当校园卡在中文书库正式投入使用时，大家都倍感欣慰。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校园卡信息的核对是一项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中文书库的工作人员对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及时修改、

添加了一些数据，从而保证了校园卡在中文书库的正常使用。校园卡投入使用后，提高了中文书库的工

作效率。现在，每月来中文书库借阅的读者都超过了 8000 人次。 

  为给广大师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图书借阅环境，我们将一如继往地做好本职工作，争取做得更好。 

                                                      （流通部 李东红） 

广州市石牌六校借阅证的办理取得飞跃进展 

随着我校学术氛围的日益浓厚，广大师生对图书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石牌地区

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利用首屇图书馆宣传月活动的机会，图书馆流通部加大六校借阅证的办证力度。 

  200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在建阳苑篮球场，流通部的工作人员为读者提供现场办证服务，免费为读者

办理六校借阅证，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短短几个小时，现场共办证 439 人（其中借书证 41 人，阅

览证 398 人）大大超过了历年全年的办证人数。 

活动结束以后，流通部的工作人员又及时把现场办证的读者信息输入到电脑中。迄今为止，流通部共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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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办证 514 人次，与往年相比，多了一倍，今年的留校借阅证的办理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 

  图书馆流通部欢迎广大师生踊跃来馆办理六校借阅证！ 

                                      (流通部 李东红) 

服务报道 

我馆开通专家联合解答咨询服务 

网上参考咨询是一种以数字图书馆馆藏资源为基础，以网络信息资源和信息检索技术为支持的参考咨

询服务方式。为了博取众长，我们参观学习了中山图书馆的图书馆专家联合导航系统。该系统的主要功能

有: (1) 联机实时提问和解答。(2) 电子邮件通告服务。咨询馆员在网上发布问题答案的同时,系统自

动给提问者发一封电子邮件,通知读者收取答案。(3) 网上阅读和下载。答案可以是文本、图像或者超文

本链接的格式,读者能够在线阅读或者下载原文。(4) 自动建库和检索。在发布答案的同时,系统自动建

立咨询档案，以供实时检索。(5)答复窗口具有文本编辑、图像粘贴、超文本链接等功能。我馆在图书馆

主页上已经建立了“图书馆专家联合解答咨询”的超级链接，希望广大读者利用这个数字化参考服务平

台，多一条获取参考咨询服务的途径。 

                                          （咨询部  陈贵梧）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检索讲座暨读者交流座谈会获得好评 

为提高读者信息资源获取能力，加强和读者的交流与沟通，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在图书馆宣传月活

动中，于 10月 23 日举办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检索讲座暨读者交流座谈会。华侨所、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

的近二十位研究生参加了会议。讲座的主要内容有：1. 国内外华侨华人专题数据库介绍；2. 国内外主

要华人网站介绍；3. 国内外主要华文电子报刊介绍；4、国内外社科（综合）数据库简介；5.文献检索

基本知识介绍；6.常用搜索引擎介绍。与会者全神贯注地听讲，非常认真地记笔记。讲座结束后，大家报

以热烈的掌声。专程赶来的华侨所副所长廖小健教授说，以前我真不知道有这么多的网络资源可以利用，

这样的讲座非常好，对我们很有帮助。会后，不少研究生仍留下来继续与中心工作人员交流探讨有关问

题。临走时，有些同学还多要了几份讲义，说要带给因故没有来的师兄妹。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体会到，重点学科服务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开展的。对重点学科的服务一定要加强

针对性，要变被动服务转为主动服务。重点学科的服务除了定题检索服务、传授基本的检索技能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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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一些与重点学科密切相关的网络资源整合，为读者提供方便快捷的信息服务。 

                              （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徐云) 

关于在图书馆使用校园卡的常见问题解答 

一问：我是一位新入校的学生(老师)，还没有图书馆借书证，怎么办？ 

  答：凡新入校的师生员工，不须再办理图书馆借书证，绝大部分凭校园卡可直接借书或阅览，少数校

园卡由于系统整合可能出现的误差问题，需要先到我馆二楼中文书库注册以后方能使用。 

  二问：使用校园卡后，原来的借书证怎么处理？还可以用吗？ 

  答：我馆在正式使用校园卡后，原有借书证同时失效，不能继续使用，但我馆不予回收。原六校借书

（阅览）证继续有效。 

  三问：我是一名教师，如何办理六校借书证？ 

  答：凭校园卡来我馆二楼中文书库办理（另带一寸相片一张）。 

  四问：怎样用校园卡在图书馆上机、上网检索？ 

  答：在我馆正式使用校园卡前，可凭校内有效证件来我馆办理专用上机帐号。在此之后，读者可直接

持校园卡去我馆电子阅览室即可上机，原来办理的上机账号在 2003年 11 月 30 日之前可继续有效使用或退

款，但不再充值和新开。 

活动天地 

走进院系，走近读者--记咨询部读者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进步和我馆文献资源建设的策略性调整，图书馆的文献载体呈现出印刷型和

电子型并存的局面, 馆藏进一步向虚拟化、网络化发展。针对以上的发展变化，本学期我馆咨询部以提

高我校师生在网络环境下获取文献信息资源的能力为目的，通过增加讲座类型、时间和调整讲座内容、教

学手段的办法，加强了对读者教育的力度和深度。 

  首先，在讲座类型和时间方面提供了有更多的选择：除继续面向全校读者定时举办每周四下午的“一

小时免费讲座”外，本学期增开了每周末举办的 “90 分钟学科专题讲座”。此外，为了配合首届图书

馆宣传月活动，咨询部老师深入院系，先后为生科院、生物系和人力所等单位的老师和研究生开办了三次

院系讲座。因为院系讲座针对性强，讲授的内容和形式也更具灵活性，因此三次院系讲座均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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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讲座内容安排和教学手段的运用上注重学科性、技巧性和趣味性的结合。本学期的“一小时免费讲

座”内容多样，根据网上电子资源类型、信息检索方法、策略和技巧、图书馆特色服务等方面进行不同的

主题安排， 每月的内容安排绝不重复；在教学手段上每次讲座均要求制作幻灯片，使用投影和上机实

习，加强对检索示例的分析和检索策略调整技巧。此外，咨询部还不定期安排数据库商到图书馆开办数据

库讲座，介绍各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特色和新增功能。 

  本学期咨询部共举办讲座 31 场次，总计有一千余人参加了讲座，发放相关资料近 3000份，在培养读

者的信息意识、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电子文献的利用率等方面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咨询部  陈惟） 

他山之石 

赴美考察的收获与体会 

应威斯康辛大学欧克来尔分校国际交流处和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邀请，图书馆馆长朱丽娜、华侨华人

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徐云于 9 月 17 日至 9 月 30 日赴美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考察。 

  作为我校图书馆首批赴美考察人员，我们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出访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确定了在

各考察点考察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欧克来尔分校国际交流处处长、学校信息部主管、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

长、副馆长分别会见了我们，对我们的来访表示热烈地欢迎，并表示希望继续加强两校、两馆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欧克来尔分校图书馆馆长 Bob 先生、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氏海外华人研究中心的郑力人博士亲自

到机场接送我们，周密细致地安排了我们的工作日程，并一直陪同我们进行参观考察。两校的图书馆馆长

向我们详细介绍了该图书馆的情况，图书馆各部门负责人也分别向我们认真地介绍了各部门的工作。欧克

来尔分校图书馆还特地为我们组织了与该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座谈会，会上，双方就图书馆建设的问题进

行了交互式提问和解答。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我们参观了以东南亚研究文献最丰富著称的国际交流部、

邵氏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大的图书数据加工基地 OCLC，观看了集中、日、韩文为一体的 CJK 编目

软件的演示。在访问中，我们对两校图书馆的组织机构、业务建设、用人制度、馆舍布局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深入地了解，并重点考察了一些项目，如 Infortree 数据库检索系统、教学参考书服务（Reserve）、

馆际互借服务（Interlibrary Loun）等。除了对上述两校图书馆进行回访外，我们还利用这次机会，参

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华人历史博物馆等文献收藏机构，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

部主管李华伟博士热情接待了我们，并安排了我们的访问。我们参观了国会图书馆中文部藏书，其地方

志、年鉴、建国前报纸的收藏之丰富和全面令我们叹服。我们还观看了国会图书馆虚拟数字图书馆的演



总第 37 期  第 1 版 

示。十四天的访问，行程安排紧凑，内容丰富，达到了我们预期的考察目标。 

  通过这次出访，我们有如下的收获和体会： 

   一、关于图书馆的藏书建设 

   从藏书数量上看，欧克来尔分校图书馆和俄亥俄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并不是很多，但文献利用率却很

高。主要原因有：（1）专业馆员选书制度。专业馆员由具有某一学科高水平专业知识和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的人员担任，除承担图书馆某一业务工作外，还负责某一学科书刊的选购和剔除工作。由于专业馆员能

比较准确地掌握学科发展动态和该学科书刊的利用情况，所以，对读者需求的满足程度比较高。图书的剔

旧工作，也由专业馆员把握，过时书刊根据不同的利用情况及时调整和清理，由专业馆员决定过时书刊的

去留，上报图书馆，不需要学校批准。（2）一般情况下不购买副本。必要的教学参考书学生自备。（3）

现代化的收藏理念。基本不收藏过期报纸，重要报纸可采用购买数据库和缩微胶卷的手段收藏。（4）不

常用的书刊及时调整至二线书库。美国大学图书馆对二线书库的建设非常重视。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二线书

库，利用新老条形码对应信息解决书刊的收藏和提取的做法对我们很有启发。由于利用了以上四种措施，

两校图书馆的书刊比较精炼，利用率高，节省大量空间作为读者阅览区和业务区，使图书馆环境舒适、典

雅。 

  二、关于图书馆的高层次服务 

  美国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重点已放在高层次服务上。这也是我们图书馆工作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对此

我们进行了重点的考察。（1）教学参考书服务（Reserve）。教学参考书服务是高校图书馆为学校教学科

研服务特色之一。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教学参考书服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计算机系统中有专门 Reserve 管

理模块，从教授订书——图书馆工作人员取书——学生借书，都有一套完备的运作和管理程序，每学期教

学参考书的变动能及时调整和更改。除了提供教学参考书服务外，还提供教学参考论文的服务，利用复

印、扫描等手段，通过校园网向读者提供检索服务。我们国内大学图书馆的教学参考书服务开展的不是很

好，因为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和烦琐，动态性强，国内尚无开发出这类计算机集成管理模块，难以操作。

（2）馆际互借服务（Interlibrary Loun）。美国大学图书馆资源共享的工作起步比较早，70 年代初期

由俄亥俄州 70 余所大学发起的联合编目工程，是 OCLC 的雏形，后来发展成全美最大的图书数据加工基

地。与国内相比，美国大学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工作的普及率高，覆盖面广，传递速度快，服务内容全面。

由于馆际互借工作的发展，美国各大学图书馆在文献采购方面更注重个性化，即节省了资金，又保持了特

色。（3）Infortree 数据库检索系统。我们在俄亥俄大学图书馆了解到该馆有一个自行设计和开发的

Infortree 数据库检索系统，认为该检索系统的跨库检索功能非常好，值得我们借鉴。 

  三、关于图书馆建筑设计、馆舍布局及有关设备 



总第 37 期  第 1 版 

  两校图书馆在布局设计上不图浮华，讲究实效，尽量扩大实用面积。图书馆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读

者阅览环境安静、宽敞、舒适，有壁画、艺术品点缀其间，充满儒雅的文化气息。服务项目多样化，其中

自助服务十分普遍。两校图书馆都是几十年的老馆，但已采用全封闭，中央空调设计，并有地下层。几十

年来，藏书量、读者数在不断增加，馆舍也在不断扩大，如欧克来尔分校图书馆老馆建于 1960 年，其后

分别在 1972 年和 1993 年在五层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六层，但由于初建时有百年大计的长远规划，所以，虽

经过阶段性扩建、加层，但总体布局和功能仍然十分协调和完善。这一点对我们在新馆建设的思路上很有

启发。我们在新馆建设上也应立足长远，讲求实效，并留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四、关于对外交流与合作。 

  今年 11 月，我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与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邵氏海外华人研究中心两年合作协

议签署期满。利用这次机会，我们与俄大图书馆邵氏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就继续合作问题进行了商谈。双方

对两年来的合作表示非常满意。俄大图书馆希望我们为其继续选购的华人研究书刊，特别是大型华人研究

工具书。俄大方对我馆所派协助其数据库建设的人员赞赏有加，我方承诺明年上半年将继续派出高素质高

水平的人员到俄大协助工作。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保持合作关系。合作协议具体条款的修订双方再议。 

  在欧克来尔图书馆，馆方对去年我馆交流人员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并表示希望进行馆际人员的双向交

流。 

                             (图书馆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  徐云) 

读书园地 

我与电子图书 

上古时代，我们的祖先结绳纪事，而后渐渐发明了文字。接着开始用甲骨来作为书写材料,人们从此就

有了“甲古书籍”。社会继续发展着，人们又发现，利用竹片和木片（即简牍）以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比起甲

骨显得更为容易。但由于缣帛太昂贵，竹木太笨重，于是，促成了纸的发明。纸的发明和运用给我们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直至现在，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学习，依然离不开纸——纸做的书籍犹如形影不离的朋

友每天伴随着我们。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种奇特的书籍——电子图书，以其独特的使用方式迅速

在校园内传播开，深受每位学子的喜爱。 

      我利用电子图书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从开始接触它的那一刻，我就被它的独特之处深深地吸引住了，

就像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被一个漂亮的芭芘娃娃吸引着一样。电子图书，如果利用光盘作为载体的话，它很

小的体积就可以装下数以千万计的文字，这是传统图书所无法比拟的。 

      我第一次接触电子图书是因为我要找一本体积挺大，出版不久的书籍，但没找着。于是，我尝试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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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网站上的电子图书中去寻找，正巧，被我找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它会给我带来如此惊人的方便

的，不再是读着恼人的“大部头”书籍了，而是一种全新阅读方式：鼠标轻轻一点又翻页，感觉“书本”变得很

薄了，让我觉得“如果那么薄的书我还看不完，我还做什么大学生呢？”，就这样一天一天坚持下去，很快把

它看完了。 

      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我们读的书籍大部分是英文版的。由于我的阅读能力不是很好，不认识的单词

就好像一只只拦路虎，让我无法前进。平时读书时遇到这些问题，不得不停下来，用词典竭尽“九牛二虎之

力”把那些不认识的单词一个个的找出来。这么一折腾，几个来回，读书的兴致也就没了。现在，当我读电

子图书时，再遇到类似的问题，一切竟然变得如此简单了。利用电脑上的金山词霸等阅读辅助工具，我只

须用鼠标轻轻放于不认识的单词上，电脑上就会立即显示出这个单词的中文意思了。这极大地提高了我的

阅读速度，感觉实在太美秒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电子图书的传播速度，我们可以在网上阅读各种各样的“图书”。真是

足不出户，也能包揽全书啊！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电子图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它的出现，就犹如古时候纸

的发明，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有着非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