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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专业资料室建设管理的思考 
——以河北工程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资料室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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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结合工作实际，针对高校专业资料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学科化和专业化发展、与图

书馆协同发展、资源共享、专业特色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资料室专业建设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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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图书馆的书刊存储全面而系统，其

文献资源建设以综合性强、普及性广、基础性多为

主要特点，可以较好的满足大众读者对各基础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相关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但

难以全面满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读者的专业需求，

也就是说，尽管综合性的大学图书馆文献信息的储

存量很大，但对于某些专业文献来讲，收藏量仍然

是很有限的
[1]
。因此，专业资料室的建设很有必要，

因其有很强的学科内涵和专业个性，为教师承担的

专业教学、研究课题和撰写学术论文以及为学生的

专业学习和论文写作提供有关文献信息服务，为针

对性高、专业性强的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资料室现状 

（一）硬件情况 

河北工程大学土木学院资料室建筑面积 48 平

方米，阅览席位 10 席，中外文图书 520 册，现刊 5

种，其中中文现刊 3 种，外文现刊 2 种，管理人员 1

人。目前，没有使用自动化管理系统，尚无配置网

络自动化设备，但资料室基本可以迅速反应学术前

沿动态，为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提供支撑。 

（二）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 

土木工程学院资料室的文献订购由专业资料管

理员牵头，由教师和科研人员圈订目录，以保证文

献资源建设的订购质量，按照学校对图书馆文献招

标的价格方案订购文献。文献管理使用《中图法》

进行分类，可为读者提供外借、阅览、参考咨询等

服务。 

（三）研究生论文选题的调查 

目前学院共有结构工程、岩土工程专业和建筑

与土木工程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在校人数达 300 余

人。通过对历年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的分析看，学

科内涵研究朝着更加细化的方向发展；向着信息化

趋势发展，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

信息处理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改变控制方式来

完成高难度项目；向着虚拟现实技术发展，虚拟现

实技术是一种人机交互技术，利用计算机技术、网

络技术、传感器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将施工过程和方

法加以解决和实现等。从选题的变化可以看出，研

究生的研究更加实际，更加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二、资料室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费严重不足 

近年来，由于图书、期刊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

每年固定的资料费已严重不足，因此，每年的文献

购置数量和品种在逐年下降，再加上教师、科研人

员因书刊涨价因素，自费订购的减少和扩招后学生

人数的激增，使得教师和学生对资料室的依赖性越

来越大，也使得资料室学科发展服务与读者需求之

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二）个性化服务薄弱 

由于没有与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对接，现

代化管理手段落后，难以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共享。

资料室的图书、期刊建设品种相对单一，对教学、

科研的需求建立的服务体系尚不完整，没有针对教

学、科研骨干或研究生群体实行个性化服务，严重

制约了学院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三）服务品种单一 

资料室建设要以学科建设服务为核心，以支撑

专业建设为重点来开展学科服务，由于工作人员多

数没有经过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培训，没有纯熟的信

息检索理论与时间基础，参考咨询、信息开发、专

题服务、课题跟踪、数据库自建等深层次工作难以

开展，只满足上架借阅的单一服务会造成文献信息

资源的浪费，严重阻碍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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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资料室建设的建议 

（一）与图书馆协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首先尽快加入图书馆 ILASⅡ自动化管理系统，

进行文献的采购、借阅等实现自动化管理，与图书

馆建立协作共建互用的藏书管理体系，在学校图书

馆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图书馆牵头制定全校的文

献资源建设和发展规划，并协调全校各资料室的资

源建设，图书馆在考虑全校馆藏建设的同时，资料

室根据自己的专业性质、读者特点、及学科建设等

进行资源建设，资料室与图书馆加强合作，互通有

无，避免重复购买，在大众与特色建设方面发挥各

自的优势，共同搞好学校的文献资源建设，实现资

源共享。在服务方面可以和图书馆联合开展参考咨

询，合作参考咨询是各合作体的优势互补, 责任共

担，具有充分利用各馆特色馆藏优势和各类咨询人

员专业特长的数字参考咨询高效服务效果, 提高了

品牌和服务质量, 体现了图书馆长期以来追求合作

共享的思想理念
[2]
。 

（二）突出专业特色，提高书刊资源建设质量 

资料室可以成立自己的图书管理委员会，挑选

本学院的教师代表和研究生代表组成，管理会主任

由教师担任，新的期刊增订由图书委员会征求广大

师生意见后，开会讨论通过，图书的购买也要征求

老师的意见，以确保文献的购置涵盖本单位全部学

科专业及科研方向。资料室除了购买正常的专业图

书和期刊外，资源建设以本单位的重点学科和重点

专业为重心，加大力量搜集参考价值高和不容易获

取的一些科技报告、会议文献、产品数据等内部资

料，以实现专业资料室的专业特藏。注意搜集和接

受本学科老师的图书发行和论文发表，作为特藏对

这部分文献进行管理和服务。 

（三）发挥专业优势，加强特色数据库建设 

资料室要充分利用现代最新信息技术，发挥对

本院师生需求比较了解的优势，利用本资料室丰富

的信息资源，利用网络环境对电子资源进行深度分

析与重组，加强网络信息资源的建设，开发有特色

的数据库。资料室可根据本专业的教学、科研计划，

承担相应的专业课题，对课题进行专业化的搜集、

整理和加工，为教学、科研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推

介服务，建立学院教师文库，建立研究生学位论文

数据库等，与校图书馆一起，以各自的优势在教学

和科研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优化管理，拓宽服务领域 

尝试建立本地区以至于全国性的专业情报网，

开展高校、研究机构间的横向联合，各自发挥自己

的优势，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把服务范围扩大到校内外的其他学术机构使资料室

的经费投入获得最大效益。其次，要重视对骨干教

师团队的服务，这一团队的作用举足轻重，对学院

和学校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资料室管理人员要

利用地理优势，加强与骨干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联系，

充分沟通，了解其需求，并为他们提供方便灵活的

借阅方式和专项服务，竭尽全力地为他们做好服务

工作
[3]
。 

资料员可以专门为研究生人学后开设资料室文

献知识服务讲座，讲解“如何利用图书馆和资料室”，

介绍“中国的图书分类法”、土木工程学科的二级分

类、土木工程各专业重要期刊和图书等。为学科文

献保障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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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ction o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professional reference room  
—— A case study of the reference room of civil engineering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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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work and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buiding of college 
professional reference room,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bout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with libraries, resource 
sharing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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