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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展近况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岗位设置  全员聘任 

人事改革年 

资源建设年 

服务推广年 

服务质量提升年 

深化服务质量年 

完善文献资源建设制
度和程序，调整结构 
，大力增加电子资源 

引进“移动图书馆服
务”和“资源发现”
系统，深入学院、机
关大力宣传、推广图
书馆文献资源和服务 

制定四川大学服务质
量提升计划，全面提
升服务质量 

深化服务质量，建立
图书馆完整的创新服
务体系 
 

四川大学图书馆五年发展 

 



文 献资源建设概况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管理模式：四川大学图书馆由四个分馆           

组成，实行总馆-分馆制下的多校区多分馆的统一管

理模式。 

 

馆藏情况：纸本资源总计642万册。 

    目前我馆数据库已达262个（其中外文179个）。拥有电
子期刊67539份（其中外文46093份），电子图书255万余
册（其中外文35万册）。 

 



指导思想：重点保障，协调兼顾，构建一流大学文 

                献保障体系。 

 

 

 

 

管理机制：建立文献资源建设领导小组和和文献资 

                源建设工作小组，所有的数据库订购和 

                纸本书刊订单均要通过讨论、审议通过。 

 

 

 

 



            四川大学图书馆2010-2014电子资源占总经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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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04 

重点学科优质文献保障和服务 



   抓住“985项目”和“财政部四
馆建设项目”机遇，在对重点学科
优先保障的同时，全面兼顾各学科 
的文献需求。 
   重点采集各种高水平的教材、学
术专著，各类年鉴、手册、字词典、
百科全书等有关工具书，与学生课
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创新教育、实
验实践相关的重要参考资料等，新
增《永乐大典》等大型纸本特藏文 
献93套。  
    
 



    2011年—2014年，新增引进各类重要的学科型电子资
源数据库 59个。其中跟踪学校教学改革热点，配合“MOOC”
建设，大力引进多媒体文献资源，包括“名师讲坛”“学
术报告厅”、“网上报告厅”等视频资源。 
    
 

 Nature、Science全库补齐 

 Wiley、Elsevier电子书 

 中国丛书库、中国方志库等 

 台湾学术文献数据库 

 … … 

 

 

 

数学、口腔等部分重点学科影响因
子排名前30的期刊电子全文保障已
超过90%。 



01 02 03 04 

文献资源校院共建共享机制 



    与数学学院、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

院、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达成电子资源共

建协议，共同出资引进专业性强的数据库 

资源。     

     

    与公共管理学院、物理学院、南亚研

究所、外国语学院等单位合作，逐步将学

院、研究所资料室的文献资源纳入图书馆 

资源体系，让全校师生共知共享。 

  

   



01 02 03 04 

立体化的教参系统 



     系统按学院-系，浏览课程开设情况，并通过API接口链接到电子教学
参考书。可以通过课程名、教师名进行检索，包含如下几个功能：①课
程导航。②资源导航。③精品课程。④新闻发布。⑤答疑解难。目前建
设总课程数有3986门。 



01 02 03 04 

挖掘特色，保护古籍，传承文化 



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不光具有“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功能，
同时图书馆也是高校“环境育人”的重要空间。 

图书馆是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授牌的全国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珍藏线装古籍30万册
，其中包括唐代以来的各种稿本和抄本以
及相当数量的宋、元刻本；收藏了大量建
国前的图书和报刊，其中抗战时期的出版
物尤为丰富。 
 

积极开发馆藏特色资源，再造《四川全图
》，数字化《新新新闻》等。 
 

2014年建成国家级水平的“古籍修复中

心”  



平 台建设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学科服务
平台 

明远搜索学术 

资源平台 

平台建设 

特色数据库
建设 

文献资源与
服务综合查
询平台系统 

通过以下四个平台来进行所有馆藏资源的支撑服务 

 



01 02 03 04 

学科服务平台 



    根据学院或重点实验室用户需求，从2011年开始利用

LibGuides构建四川大学学科服务平台，目前已建成化学化

工、口腔医学、藏学、儿科学、水利水电、法学等6个学科

指引，提供各种学术资源的导引、帮助和互动交流平台，通

过学科服务平台提供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途径，为学科建设

需要的文献资源提供保障，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  







01 02 03 04 

明远搜索学术资源平台 



    建成了四川大学一站式学术资源检索与获取平台——

明远搜索学术资源门户，整合各类学科资源，极大地方便

了用户查找和使用。 



01 02 03 04 

特色数据库建设 



     根据本馆情况建立中国藏学研究及藏文化数据库、中国

循征医学特色库、皮革导航数据库、高校古文献资源库、

巴蜀文化特色数据库等特色数据库。 



01 02 03 04 

文献资源与服务综合查询平台系统 



       改变OPAC馆藏信息查询的单一功能，自主开发设计了图书

馆文献资源与服务综合查询平台系统，更加注重揭示图书馆资

源和服务，大幅提高了查询设备的使用效率，深受读者欢迎。 

图书馆文献资源与服务综合查询平台 



“主 动式、开放性、个性化、全跟踪” 

积极服务教学科研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01 02 03 04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学院行” 

05 06 



    2011年开始，选派学科馆员深入各学院，进行相
关学科资源与利用、信息发现与获取的讲座，将图书
馆文献信息资源和服务专题讲座“嵌入”学院的教学
研讨和业余学习活动中。 

与临床医学院师生交流 开展信息咨询讲座 



01 02 03 04 

专业及学科图书推荐 

05 06 



    支撑创新人才培养的文献信息服务应注重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根据学生专业学习和素质提高

需要，推荐相关专业图书，并引导学生通过一系

列的互动活动，“好读书、读好书”。 

教授推荐 

书目 

A 

每周一书及 

新书推荐 

B 

互动式图书 

荐购系统 

C 

师生主动式 

选书系统 

D 
举办”四川大
学大学生读书

节“活动 

E 



01 02 03 04 

主动推送文献信息 

05 06 



图 书 馆 借 助 通 过
Aleph管理系统通过
E-mail地址定期和
不定期向师生推送
个性化文献信息，
让师生可以收到借
书到期、图书超期
和预约图书到馆的
E-mail通知，及时
了解使用图书馆纸
本文献的情况，并
及时在网上进行续
借，或到图书馆办
理 借 、 还 手 续 。 

建成了“四川大学
移动图书馆服务平
台” ，将图书馆服
务延伸到师生移动
终端上。2014年 师
生使用达5043万次. 

通过微信、微博、
QQ等网络社交平台

提供文献信息服务。 

方式三 方式二 方式一 



01 02 03 04 

举办“四川大学大学生读书节”和 

“四川大学读者服务宣传周”活动 

05 06 



    将阅读推广活动作为一项常态化、系统性的工作，融入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环节
中，以“四川大学大学生读书节”和“读者服务宣传周”等专项活动为平台，并将
新媒体时代的新技术平台与传统阅读方式有机结合，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提高校
园文化品位，营造浓厚读书氛围，构建有特色书香校园文化方面做了积极推进，赢得
了全校师生的广泛好评，2011年，读书节获“四川大学第二届校园文化精品项目”。
2012年、2013年连续评为“全民阅读先进单位” 



01 02 03 04 

师生信息素养和能力的分层次培养 

05 06 



分层次、多渠道培养机制 

   作为教学改革项目，采用分层次、多渠道的方法加强

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信息素质培养，提高师生信息

能力，促进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全面发展。 

 信息素养和能力培养 



   A    

B 

   

C 
   

D 

主要培养方式 

新生”走进
四川大学图
书馆“培训 

个性化”一
小 时 讲 座
“品牌服务 

信 息 检 索 

与利用课程 

青 年 教 师 

专 题 培 训 



     从每年的9月中旬开始分批次的对全校

的所有新生进行了入馆前教育培训，采用

集中讲座、视频演示、分班参观、发放宣

传资料、虚拟图书馆导引等方式，增强学

生基本的信息意识，让学生尽快了解图书

馆的资源和服务，适应大学生活。 

新生 “走进四川大学图书馆”培训 

    2011—2014年，图书馆开展

新生“走进四川大学图书馆”培

训共233场，培训学生38133人次。 

视频演示 

四川大学虚拟图书馆知晓系统 

参观讲解 



个性化 “一小时讲座”品牌服务 

    2012年设计开发了

讲座预约系统，实现了

讲座发布、讲座预览、

讲座预约、自动发邮件、

讲座需求信息的收集等，

并满足读者个性化定制

讲座的需求，提升了图

书 馆 的 服 务 水 平 。 
讲座预约页面 





2011年—2014年，针对各类资源与服务的使用，为读者提供了50余个 
专题共172场培训讲座，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 。 

讲座主题 讲座题目 

图书馆整体介绍 “挖掘学习、研究的宝库——如何利用图书馆” 

综合介绍如何使用图
书馆提供的电子资源 

“走进阅读世界——中文电子图书的检索与利用”、“揭开论文
获取神秘面纱——国内外学位论文的检索与获取 ”、“英文期刊
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与利用”…… 

如何使用某个数据库 

“走进图书馆免费考试模拟库——新东方多媒体学习库、银符数
据库使用介绍 ”、“洞悉现在，发现未来——科学引文索引”、
“超级实用的中文期刊宝库——万方、维普、龙源数据库 ”…… 

院系师生定制 “生物医学类资源及服务介绍 ”、“人文社科类资源及服务介绍” 

如何利用图书馆提供
的各项服务 

“馆际互借与原文传递——如何获取校外资源 ”、“充分利用碎
片时间——移动图书馆服务推介”、“学术资源的整合检索与一
站获取——图书馆学术资源发现系统使用介绍”…… 

针对师生需求 

“如何利用网络资源为考研做准备”、“如何利用图书馆资源和
服务撰写学术论文”、“慕课来了！——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介
绍”、“光影阅动——多媒体制作实践课”…… 

如何使用一些软件工
具来帮助使用图书馆
资源 

“超级实用的毕业论文写作利器——参考文献管理软件” 

…… …… 



  信息检索与利用课  

 
    图书馆设立专门的“信息检索与利用课 ”教研室，专兼职任课老师12

位，近年编写出版教材6部；获“四川大学2011年本科课程考试改革项目（一
期）一等奖”和 “四川大学2012年本科课程考试改革项目（二期）二奖” 。 

    2011-2014年，“信息检索与利用课”本科生教学开课247班，上课

23926人；研究生开课13个班，1396人；留学生4个班，325人。 



参与教务处青年教师专题培训 

    2014年，为配合学校建设品德高尚、教学优秀、学术卓越的一流

师资和管理队伍的目标和要求，图书馆积极参与了青年教师系列培训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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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学习实践模式的建设 

05 06 



    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学生通过参与图书馆管理、服务
和社会实践，培养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拓展知识结构，提升综合素
质，为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习惯养成奠定基础。 
    2011年，提出建设“大学生服务学习实践114模式”。该模式在高校
图书馆参与学校创新性人才培养体系的实践中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 

1个平台 
 

以图书馆为平台  

1个载体 以图书馆志愿者队为服务学习实施的团队  

•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和信息检索能力，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 
•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态度和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 
•提高学生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的能力，锻炼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和与人合作能力。 
•成为读者与图书馆之间互动与交流的桥梁，促进良好学风、校 
 风建设。 
  

4个目标 



从2005年11月起， 每学期约500人左右，迄今约8227名学生参与，累计服 

 务时间244614.6小时。 

四川大学图书馆志愿者队成为学校三大特色志愿队之一，是学校最具影响 

 力的学生组织之一。2012年起，学生志愿服务时间进入校团委“时间银行”

统计系统，并列入学生创新学分加分规定，可计1个创新学分。 

“大学生服务学习模式在高校图书馆中的构建与实践”获“2012年四川大 

  学教学成果一等奖” 。 



推 动CASHL西南区域中心工作 
进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CASHL西南区域中心从2004年开始，主动规划、合理安
排、积极推进、创新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CASHL西南区域中心 

             CASHL西南地区包括三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
一市（重庆市）、一自治区（西藏自治区）。CASHL西南
区域中心设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其主要职能包括： 

      

 
      参与CASHL资源和服务体系建设； 
      面向全国开展CASHL文献传递服务； 
      大力发展西南区域高校用户群； 
      承担西南地区的CASHL宣传与推广任务。 



CASHL西南区域中心的创新服务 

             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CASHL走入”
活动，从2006年开始已陆续完成了对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重庆的各高校图书馆员的宣传培训活动。 

      开展了针对最终用户的“串门活动”，已到电子
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乐山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民航飞行学院、成都
理工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学院、成都师
范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学校，对最终用户进行了CASHL
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贵州 

 重庆 

  西藏 

  云南 

  四川 



电子科技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民族大学 



年份 SSCI及A&HCI收录论文数 年份 SSCI及A&HCI收录论文数 

2005 51 2010 303 

2006 58 2011 380 

2007 102 2012 523 

2008 171 2013 645 

2009 252 2014 880 

SSCI及A&HCI收录西南地区论文逐年上升 



    2014年四川大学完成CASHL文献传递申请4656笔
，满足率达98.0665%。在2014年西南区域成员馆共注

册用户1542个，占全国的11.88%。提交文献请求

14474笔，占全国的23.10%。其中西南区域的四川大
学（2805笔）、西华师范大学（2774笔）、云南师范大

学（2744笔）提交请求量位列全国的前三名。 
 



在CASHL服务启动十周年上西南区域中心共获五个奖项， 

分别是: 

 

  CASHL优质服务五星奖 

       CASHL用户营销奖 

             CASHL明星成员馆 

                     CASHL明星用户奖 

                             CASHL资深优秀馆员奖 



主 要成效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服务效率 

数据库访问量和下载量持续上升 

有效地促进了四川大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 

的发展 

在SCIE、SSCI 及A&HCI收录四川大学的论文 
逐年上升 

1 

2 

3 

4 



 主要效 

进一步提高了图书馆服务效率 

 

 服务量数据统计（2014年） 

网络服务 基础服务 学科服务 

主页访问量 3680万次 借还图书 182万册 
科技查新和

代查代检 
2382项 

数字资源门
户访问量 

308万次 预约图书 16429册 
馆际互借与
文献传递 

9890笔 
 

移动图书馆 5043万次 通借通还 54871册 
信息检索课 

 
7722人 
 

明远搜索 126万次 到馆人次 298万 专题讲座 65期 

        新生培训 57期 



 主要效 

数据库名称 全文下载排名 

EBSCO 第1名 

RSC 第2名 

Springer Ebook 第8名 

Wiley 第8名 

LWW 第6名 

ScienceDirect 第11名 

ACS 第17名 

2014年电子资源下载全国排名举例 

数据库访问量和下载量持续上升 



       近期检索ESI数据库中，四川大学进入世界前1%的学科达11
个（分别是CHEMISTRY、CLINICAL MEDICIN、MATERIALS SCIENC
、PHYSIC、MOLECULAR BIOLOGY & GENETICS、BIOLOGY & 
BIOCHEMISTRY、PHARMACOLOGY & TOXICOLOG、NEUROSCIENCE & 
BEHAVIO、ENGINEERIN、MATHEMATIC、AGRICULTURAL SCIENCES
），已占ESI所有学科的50%（ESI共有22个学科）。而在2013年
，我校“985工程”和学科建设办公室发布的“四川大学学科领
域十年国际影响力评估报告”中我校进入前1%的学科只有9个。 

 

有效地促进了四川大学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在SCIE、SSCI 及A&HCI收录 

            四川大学的论文逐年上升 
 

 主要效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SCIE 2998 3482 4033 4494 5256 

SSCI及A&CI 77 105 113 146 220 

2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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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