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 卷 第 1 期          武 汉 纺 织 大 学 学 报                  Vol.26 No.1 
2 0 1 3 年 0 2 月       J O U R N A L O F  W U H A N  T E X T I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F e b .  2 0 1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张莉（1975－），女，馆员，研究方向：图书资料管理. 

新时期行业特色型高校纸质文献利用现状与对策 

——以武汉纺织大学为例 

张  莉 

（武汉纺织大学 图书馆, 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在当今网络化和数字化时代，诸如武汉纺织大学这类行业特色型高校，其图书馆普通纸质文献的利用效

率急剧下降，但艺术纺织类特色纸质资源却是个例外，其借阅量反而略有上升。为了提高纸质资源的利用效率，

一方面，建议适当降低一般纸质资源的复本率，加强特色资源建设；另一方面，以丰富的特色纸质资源为基础，

构建和完善特色数据库，借助网络拓展特色纸质资源的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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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纸质文献一直是高校图书馆传统收藏的重点，它曾

经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群。但是，随着现代网络技术与

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图书馆数字化建设的加速，使图

书馆文献资源的馆藏模式发上了深刻的变化，打破了读

者对传统纸质文献的依赖，足不出户便可检索到需要的

文献，使纸质文献的借阅量呈下降的趋势。本文以武汉

纺织大学为例，调查行业特色型高校纸质文献在网络环

境下的借阅规律，对于这类高校纸质文献的科学采访、

借阅制度的完善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都是十分必要

的。 

二、武汉纺织大学文献资源馆藏概况 

（一）武汉纺织大学的专业特色 

武汉纺织大学是一所以纺织服装教学科研为特色的

高校，学校现有学科覆盖了工学、理学、哲学、文学、

管理学、经济学、法学和教育学 7 个门类，其中纺织、

服装、艺术设计等学科优势特色明显：拥有纺织工程、

艺术设计、轻化工程 3 个国家特色专业，艺术设计(服装

艺术设计)、纺织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轻化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 6 个湖北省品牌专业。武汉

纺织大学图书馆馆藏体系的建设紧密配合学校的特色发

展，以纺织（TS 类）、服装艺术（J 类）为特点，以文理

学科为基础，以工科为主体，文理渗透，理工结合。 

（二）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体系 

截止 2011 年 7 月，武汉纺织大学馆藏各类型纸质文

献 324995 种，1238116（件）册（表 1）：其中中文图书

293663 种，1143708 册；外文图书 13534 种，30640 册；

中文期刊合订本 15781 种，49420 册；外文期刊合订本

2017 种，14348 册；长期订购中外文纸质期刊 2800 多种。

其中纺织服装类特色文献近 10 万册，长年订购相关原版

外文刊 110 余种。 

（三）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 

武汉纺织大学从 2001 年开始进行图书馆的数字化建

设，发展迅速，水平先进：拥有了独立的局域网设施，

购买了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论文全文数

据库、万方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万方外文文献数据

库、中国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EBSCO 外文数据库、维

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 29 个中外文数据库，试用的中

英文数据库 30 个，自建了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纺织外

文期刊文摘数据库、纺织中文期刊文摘数据库、服装专

题文献数据库库和我国服装学科文献计量研究报告等 8

个特色数据库，共享学术资源库 37 个，装备了 2 个现代

化的电子阅览室。图书馆运用了 ILASⅡ数字化平台等先

进的数据库管理软件，网上资源 24 小时服务，提供近

22000 种电子期刊文献查阅，实现了印刷型文献借阅、电

子阅览、视频点播、多媒体播放、信息检索、文献传递、

用户培训等网络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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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武汉纺织大学的馆藏纸质文献 

分类 种数 册数 分类 种数 册数 分类 种数 册数 

A 1519 7345 N 2220 7834 TJ~TL 884 2978 

B 11586 44830 O 17523 75351 TM~TN 13078 48586 

C 7208 28916 P~Q 2924 10244 TP 29675 113686 

D 14850 55153 R 5101 18387 TQ 3791 13383 

E 1342 5004 S 444 1385 TS 9438 37869 

F 38073 149245 T 3 13 TU~TV 5906 20230 

G 13585 51325 T- 1498 2864 U 1091 3831 

H 22485 98903 TB 4805 18141 V 322 1171 

I 32859 117408 TD~TF 303 953 X 3231 11459 

J 20193 58928 TG 4181 15354 Z 2704 7338 

K 15810 57562 TH 5031 19571 其他  38461 

 

三、网络环境下纸质文献的利用现状 

由于本馆近年新购了大量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同时

投入了大量资金对校园网络阅读软硬件环境进行了完

善、优化和升级，导致读者的网络分流，纸质图书借阅

量呈急速下降趋势（图 1）：2009 年外借 375354 册次，

2010 年降至 276416 万册次，减少了 26.4％，2011 年降

至 238791 册次，再次减少 13.6％。 

 

图 1  武汉纺织大学图书馆纸质文献总借阅量年度比较 

 

（一）一般纸质文献读者群的变化 

 

 

图 2  不同类型纸质文献外借量比较 

读者阅读文学类（I）、历史类（K）和哲学类（B）

等文献的动机，既有专业学习之需，也消遣娱乐之求。

近年来，网络上这类文献的电子书日渐流行，加之学校

文献数据库的购买以及便携式阅读硬件的普及，导致传

统纸质文献读者群大量分流（图 2，表 2）：文学类（I）

在 2009 年借阅量为 62596 册次， 2010 年减少 40％，2011

年再次减少 12％；历史类（K）2009 年借阅量为 16002

册，2010 年减少 31％，2012 年再次减少 3％；哲学类（B）

2009 年借阅量为 13516 册，2010 年减少 30％，2011 年

再次减少 4％。 

常见应试阅读型文献如语言类（H）、计算机类（TP）

和经济类（F），相当一部分读者阅读这些文献是因为要

考证、考级、考研或职称考试。这类文献不仅包括了专

业性较强的专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也包括一些应试

辅导资料。前者专业性较强，学术价值较高，更新速度

慢，电子化程度低，读者群体相对稳定。后者更新速度

快，保藏价值低，电子化程度高，因此，读者对这类纸

质资源的依存度在逐年降低：语言类（H）文献 2009 年

借阅量为 46406 册次，2010 年减少 33％，2011 年减少

28％；计算机类（TP）2009 年借阅量为 39202 册次，2010

下降 26％，2011 年再次减少 12％；经济类（F）2009 借

阅量为 23509 册次，2010 年减少 32％，2011 再次减少

13％。 

（二）理化类纸质文献读者群的变化 

对于数理科学和化学类（O）文献，教师和研究人员

以查阅国内外大型数据库为主，本科生则偏向于借阅教

材、教学参考书或辅导资料等纸质资源进行细读和精读，

因此其读者群体相对较稳定：2009 年借阅量为 17221 册

次，在 2010 年减少了 11％，而 2011 年又回升 2％，逐

渐趋于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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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纸质文献借阅量分类统计 

年限 读者群体 I H TP F O K B 

本科生 61102 45180 36774 22361 16018 15393 12677 

研究生 995 1146 2131 884 995 477 722 2009 年 

教  师 499 80 297 164 208 132 117 

本科生 35958 30159 26875 14837 14245 10596 8659 

研究生 1002 848 2161 920 969 359 706 2010 年 

教  师 513 69 167 102 190 115 90 

本科生 31868 22153 23979 12893 14578 10277 8463 

2011 年 研究生 657 582 1559 847 995 332 537 

 教  师 433 129 155 116 183 142 40 

表 3  特色文献借阅量统计 

年限 J 外借 TS 外借 TU 外借 J+TS+TU 入室阅读 合计 

2009 2162 3395 2204 72836 80597 

2010 1469 2909 1526 83334 89238 

2011 1568 2469 1510 88657 94204 

 

（三）服装艺术类文献读者群的变化 

武汉纺织大学的特色文献主要集中在艺术类（J）、

纺织类（TS）和建筑艺术类（TU），这类文献既有以语

言文字为主的理论著作和期刊，也有以画册形势展示的

艺术作品。由于这类文献要求真实反映作品本身的艺术

原貌，保持作品本身的颜色和图画各部分比例，因此出

版时使用的纸质材料和彩色印刷质量都较高，开本比较

大，定价高。图书馆在采购这类文献时，一方面追求出

版物的完备精品，另一方面，为了使有限的资金能够收

藏到更多种类的文献，复本率常常保持最低。为了有效

保护文献，同时提高文献的利用效率，我馆对这类文献

采取了相对灵活的借阅制度：对于以语言文字为主，价

格较便宜，复本率较高的文献，可短期外借阅览；对于

价格昂贵，复本率较低的精品文献，不外借，集中到两

个大的阅览室阅读。 

特色文献的借阅量由少数文献的外借量和多数文献

的入室阅读量构成。外借文献量受网络分流影响呈现波

动趋势：艺术（J）类 2010 年借阅量降低 32％，2011 年

增长了 7％；纺织（TS）类 2010 年减少 14％，2011 年

减少 15％；建筑艺术（TU）类 2010 年减少 31％，2011

年趋于平衡。然而，特色文献的入室阅读量受网络化影

响较小，其借阅量反而略有增加：2010 年增加 14％，2011

年增加 6％。因此，特色文献的总借阅量在 2010 年增加

了 11％，2011 年增加了 6％，阅览室几乎天天爆满，表

明这类资源其实还处在供不应求状态。  

四、行业特色型高校纸质资源高效利用的建议 

（一）科学采访，统筹规划 

网络媒体传播手段先进，检索功能强大，信息存储

海量，以传统纸质文献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强烈地吸引着

读者，鞭策着馆藏模式的数字化变革。比如我校购买的

众多大型数据库，其收录的电子文献内容几乎覆盖了所

有我校订阅的专业期刊、学位论文和相当一部分专业书

籍，这些数据库突破了传统纸质文献借阅的时空限制，

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信息索求，这是导致普通文字类纸

质文献借阅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然而，在行业特色型高

校，由于特殊读者群对图文类纸质文献的视觉效果的追

求，使之还保留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其馆藏系统将呈现

数字文献和纸质文献长期并举的局面。 

在馆藏体系建设时，应仔细分析各类纸质文献的利

用效率，评估及其对于教学和科研的重要性，科学采访，

统筹采购。对于已被电子资源替代的纸质文献，订购时

宜降低复本率；对于一些科研急需的外文文献，虽然重

要，但读者群小，需要量不大，订购时复本率也不宜过

高；对于供不应求的特色文献，宜增加文献种类和复本

率，加强建设。 

（二）深入读者，勤于沟通 

武汉纺织大学推行“学科馆员”服务制度的实践表明，

该制度十分有利于图书文献的科学采访和高效利用。通过

安排一批具有信息咨询经验和较高信息素养的图书馆员，

分别担任院部的“学科馆员”，负责在该特定学科（专业）

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图书参考服务，在图书馆和各对口院部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有价值的馆藏文献推荐给读者，

同时将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带给图书馆的管理者和决

策层。比如为了解决服装艺术类文献需求上升，但购置经

费有限，复本率偏低，供不应求的问题，学科馆员走访了

大量的老师和学生，根据他们的建议，结合流通阅览部的

统计监测，采用增加部分热门文献的复本率，延长开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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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拓展阅读空间等办法，基本缓解了服装艺术阅览室

的“塞车”现象。对于理工类专业，根据学科馆员反馈

的信息，学生对某些与课程相关的专著、教材和教辅类

图书还有需求，图书馆在削减一般文字类纸质文献复本

率的时，保留了教参类纸质文献的复本率。 

（三）特色资源，特色服务 

首先，应优化阅读环境。读者需要一个舒适、优雅

的环境去品味书画之中的意境，去复原和吸收作者的创

作灵感，因此，有必要对这类阅览室进行人性化设计，

对空间采用类似于办公室的分隔，并适当装饰，为读者

创造一个温馨优雅的独立阅读环境，并适当延长服务时

间，以缓解空间环境和文献资源的相对紧张。 

其次，应完善配套服务。学校应将馆藏书目数据挂

在校园网上，并同时在阅览室附近醒目的位置展示，读

者可随时随地查询，安排有较高专业素质的馆员做导读

工作，缩短文献资源的无效占用时间。艺术纺织类图书、

画册或期刊普遍价格昂贵，复本率低，因此，学校应在

阅览室附近设置足够数量的复印和扫描等配套设备，为

读者提供方便。 

其三，应兼顾一般读者的需求。以武汉纺织大学为

例，为方便艺术、纺织和服装等专业的师生，只在南湖

校区图书馆设置服装艺术阅览室，然而，作为大众型消

遣读物，这类文献在其他校区的师生中也有一定的需求，

显然这种资源布局使这些读者使用起来极不方便，因此，

宜创造条件，在不同校区有选择性地设置阅览分室。 

（四）数字馆藏，馆际共享 

行业特色型院校宜利用其丰富的、独特的馆藏资源，

以及专业的人才队伍的优势，对特色文献进行深层次高

质量的数字化加工，建立馆藏特色型或行业特色型数据

库。相对于购买的商业数据库，高校对这种自建的数据

库拥有版权，可以实现高校之间的馆际共建共享。比如

武汉纺织大学利用馆藏的纺织服装信息资源，构建成了

服装图文影像数据库、纺织外文期刊文摘数据库、纺织

中文期刊文摘数据库、服装专题文献数据库库和我国服

装学科文献计量研究报告等 8 个特色数据库，并与东华

大学、天津工业大学、西安工程大学、北京服装学院、

苏州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纺织类高校共享学术资源库

37 个，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该校纺织服装类文献资源，同

时也为纺织行业的发展供了信息扶持。 

五、结语  

由于网络分流，纺织类高校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借阅

量而呈急剧下降趋势，但短期内依然有相当的读者绝对

保有量，因此，在馆藏建设时，宜逐渐降低新购文献的

复本率，加大数据库的购买力度。即使在网络化背景下，

艺术纺织类特色资源依然有十分庞大的读者群，因此，

在馆藏建设时，应充分保证文献的种类和复本率，提供

人性化的借阅环境和配套服务，同时加速特色数据库的

自建与馆际共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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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information-digitalized times, a rapid decrease of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the general paper books was observed in the 

libraries of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ies such as that in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However, special resources as costume art books was 

an exception, whose loan amount appeared a slight rise.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utilizable value of paper books for industry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ies. On the one hand, the duplicate copies of general books should be 

reduc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paper resources should be enhanced, On the other hand, characteristic paper resource should be 

digitized into special databases rapidly so as to serving for mor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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