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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由原四川大学图书馆尧原成都科技大
学图书馆尧 原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 于 1994年 4月和 2000
年 9月两次合并组建而成遥 始建于 1896 年袁是我国西南地
区藏书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遥馆舍总面积 63100平方米袁
读者座位数 9682个袁馆藏文献 550万余册遥 是中国高等教
育文献保障系统渊CALIS冤西南地区中心袁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文献中心渊CASHL冤西南区域中心袁教育部科技查新
工作站和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项目查新站袁 四川省高校图
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单位等遥 由四个分馆组成袁 分别
为院

文理分馆 渊原四川大学图书馆冤 位于望江校区东区
内袁面积 16000平方米遥

工学分馆渊原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冤 位于望江校区西
区内袁面积 13000平方米遥

医学分馆 渊原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冤 位于华西校区
内袁面积 8800平方米遥

江安分馆 2005年建成袁位于双流县境内袁面积 25300
平方米袁是一所现代化的尧目前国内高校使用效率最高的图
书馆之一遥

前身是创建于 1896年的四川中西学堂藏书楼袁 藏书
历史可溯源到 1704年建立的锦江书院和 1874年建立的尊
经书院遥

1902年初袁 四川总督奎俊仿照京师大学堂的成例上
书清廷袁经特旨硃批将尊经书院和锦江书院改拓学堂袁并接
纳中西学堂袁定名四川通省大学堂遥除锦江书院的校舍拨给
成都府中学堂外袁两书院的教职员尧学生尧经费尧图
书尧资料尧档案尧设备尧刻印书板等全部归入四川通
省大学堂遥 继任四川总督岑春煊于当年 12月 30
日转颁清廷统一规定袁 将四川通省大学堂改名为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遥 学堂第一任总理渊即校长冤胡
峻渊1867原1909冤率人赴日本考察时袁为学堂聘请东
洋教席袁购置仪器图书袁并根据需要派学生出国留
学遥 除接受书院及四川中西学堂的图书外袁又购买
了许多新版图书袁如叶大英百科全书曳遥 学堂建图书
楼一幢袁共 10间遥 据统计袁1906年四川高等学堂
藏书和挂图共为 1万余册渊张冤袁其中袁中文图书 3220
册袁英文图书 1681册尧图 1000张袁日文参考图 2400张袁
德文图书 206册遥

1926年 12月 1日袁 国立成都大学正式完成
立案手续袁宣告成立遥 成都大学从师资尧校产尧档
案尧院系尧设备尧图书仪器直至校址袁直接继承了四

川 高 等 学
堂遥

1927 年 9 月
16日袁经国民政府教
育行政委员会会议

讨论通过 袁 同时成
都高师改办为野国立
成都师范大学冶遥

1927年 8月袁经省长公署和教育厅多次召集会议袁议
定将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尧四川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尧四川
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尧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尧四川公立国
学专门学校等五个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公立四川大学遥

1931年 11月 9日袁 国立成都大学尧 国立成都师范大
学尧公立四川大学合并袁由教育部定名为野国立四川大学冶遥
图书馆悉数接收了三校原有藏书袁图书藏量甲于西南袁中外
文藏书达 89656册遥

1935年 8月 6日教育部任命著名化学家任鸿隽为校
长遥任鸿隽数次去电恳邀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尧国内著名图
书馆学家桂质柏博士来校担任图书馆主任遥 桂质柏博士就
任后袁对图书馆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全面整顿袁业务工作逐
步规范遥

抗战时期袁为免受日寇飞机狂轰滥炸之灾袁四川大学

决定将校本部及文法理三学院迁到峨眉山遥 图书馆除农学
院分馆不动袁 另留存一部分国学图书于已基本完工的新馆
书库外袁其余图书均随学校迁运上山遥川大图书馆受战争影
响不大袁许多珍贵书刊文献得以完整保存遥

1949 年袁中文图
书采用桂质柏分类法
和桂氏著者表袁 西文
图书采用美国国会图
书馆分类法袁 日文图
书采用皮高品图书分
类法遥 馆舍面积 3300
㎡遥

建国后袁经过院
系调整袁在几代人不

懈的努力下袁四川大学图书馆得以稳步发展遥 1980年 7月袁
四川大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文出版物收藏中心之
一袁 并成为北美亚洲高等教育基督教联合会同中国教育学
会会议商定设立的西南地区综合图书资料中心曰1987年搬
入 16000㎡新馆袁 成为四川省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
书处所在馆曰1992年成为国家教委设立的 13个文科文献
信息中心之一袁 以及 5个高校引进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图书
中心书库之一袁1992成为国家教委设立的高等学校科技项
目咨询及查新工作站遥

医学分馆渊原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冤

前身是创建于 1910年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袁 初建
时无全时工作的馆员袁 图书馆文献数量很少袁 而且多为英
文书籍遥 图书馆第一次接受捐赠是由英国 Arthington
Fund资助的 50英镑遥 1910年购书经费 100美元遥

1914年袁图书迁到华美二学舍二楼遥 1915年大学事务
所渊办公大楼冤落成袁图书馆即迁入事务所二楼袁用房三间袁
初具规模遥

1919年袁大学行政会任命华大筹办人之一袁理事部书
记袁加拿大人密士伦夫人为馆员袁沈伯贤为助理遥 图书馆获
得的捐赠较多袁藏书逐步得以充实遥

1922年袁 学校行政会批准成立大学图书会袁旨在宣传
介绍近代西方文献袁以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袁并促使会员们
更多地参与图书馆的服务工作遥

1926年 5月 19日袁 由美国人赖孟德捐资 15000美元
修建的图书馆落成并正式使用遥 该馆馆舍总面积为
3075m2袁与学校博物
馆共用遥图书馆采用
杜威十进分类法分
编图书袁 并建立了
书名尧 分类尧 著者
三套目录遥 广东罗
氏好一斋捐赠私家
中文藏书 25000 余
卷遥唐棣之先生赠中
文书 8100余册袁丰富
了馆藏遥

1931袁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学校基金 30万美元袁每
年息金的一部分作为购置图书设备之用遥

1933 年 9月 23日袁 四川教育厅转发了教育部关于
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袁 应准于立案冶的指令遥 华大图书馆得
到进一步发展遥由留日学者程芝轩先生任馆长遥 1935年袁华
大图书馆得到教育部首笔专门图书补助费遥

1936年全校设 3院 10系袁图书馆得到进一步充实发
展遥 有藏书 25000余册袁其中中文书刊 7000余册袁 外文书
刊 15000余册遥 在管理上袁图书馆下设中文部和西文部遥

抗战期间袁华大先后接纳了同属美国野中国基督教大
学联合董事会渊UBCC冤冶资助的私立金陵大学尧金陵女子文
理学院尧南京金陵神学院尧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尧北京燕京
大学尧济南齐鲁大学尧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学校遥 这些
学校借华大的校舍尧实验室尧医院尧图书馆办学袁并由华大图
书馆提供与该校读者同等的借阅条件袁 图书馆先后设立了
一些分馆袁以方便读者遥 1938年在本校化学楼建成理科图

书馆, 1943年在牙医学院创建牙医图书分馆遥 又于本市陕
西街存仁医院设眼耳鼻喉科图书馆及四圣祠仁济医院图书
分馆袁以及中国文化研究图书分馆遥此外还为学校博物馆的
葛氏研究图书馆补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遥 当年领证读者
6542人袁 借出书刊 35423册袁 馆内阅览 315463册袁 读者
253142人次遥 其时袁华大图书馆还从美国华盛顿州及英国
伦敦议会得到重要期刊的缩微胶片遥由于当时交通不畅袁期
刊不能按时到达袁因此这些科技期刊缩微片很珍贵遥李约瑟
博士在华西坝进行学术活动袁 也给华大图书馆送来缩微阅
读设备及资料袁 开始了四川高校图书馆最早的缩微阅读服
务遥

1951年袁学校更名为华西大学遥 1953年 10月院校调
整后袁卫生部决定将野华西大学冶改名为野四川医学院冶遥图书
馆收藏的文理科文献大部分调拨给四川大学尧 四川省图书
馆及省文史馆遥 图书馆仅保留了华大临床医学分馆所收藏
的生物医学方面的书刊袁各分馆在院校调整后撤消遥至此图
书馆馆藏由综合性转为以收藏生物医学文献为主体的藏书
结构遥

1959年科技情报资料室由科研处划归图书馆遥
1983年 1月新建图书馆大楼落成遥 建筑面积为 8800

平方米袁 书库面积为 2657平方米遥 阅览室面积 3398平方
米袁设阅览座位 900个遥 临床医学分馆撤消遥

1984年 6月成立四川省医学图书情报网络袁 任主任
馆遥

1985年 5月 14日学校经卫生部批准更名为华西医
科大学袁图书馆即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遥

1993年卫生部批准在原华西医科大学建立 野卫生部
医药卫生科技项目查新咨询站冶遥

工学分馆渊原成都科技大学图书馆冤

前身是 1954 年成都工学院建校时接受原四川工学
院尧西南工专尧云南大学等校部分图书建立的图书馆遥 当时
仅有藏书 4万余册袁7名工作人员袁借用工会俱乐部一间房
子作书库遥

1955年袁原四川化工学院与成都工学院合并袁该校图
书也并入成都工学院图书馆袁藏书增加到 12万册袁12名工
作人员袁 以第一教学大楼后面 300平米的教室为书库与借
书处遥

1958年袁建成了 6000平米的成都工学院图书馆大楼袁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始有独立之馆舍袁藏书尧工作人员也初具
规模遥

1978年袁成都工学院正式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袁为全
国重点大学遥 1979年初袁图书馆正式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
图书馆遥

1987年袁13000平米的新图书馆建成遥
1988年袁图书馆研制的叶微机网络信息管理系统曳获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遥 1993年获国家教委野全国高校
图书馆先进单位冶称号遥 1992成为国家教委设立的高等学
校科技项目咨询及查新工作站遥

江安分馆

2005年建成袁位于双流县境内袁馆舍面积 25300平方
米袁由加拿大著名设计师阿穆莱德先生设计遥火炬状的外形
现代而时尚,象征着智能之火延续不灭曰浅褐色的主色调稳
重而典雅袁 与周围环
境浑然一体遥 馆藏以
综合性尧 基础性为特
色遥 实行以读者为中
心的野藏尧借尧阅尧咨一
体化冶的服务模式遥馆
内安装了上千个数字
化接口袁 并能无线上
网遥

20世纪 20年代的成都大学图书馆

20世纪 30年代的四川大学图书馆

1926年的华西协和大学图书馆

2005年建成的江安分馆

图书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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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

formation System，简称 CALIS），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高等教育

“211工程”“九五”、“十五”总体规划中三个公共服务体系之一。

CALIS西南地区中心设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内，于 1999年初正

式启动。“九五”期间，CALIS西南地区中心承担并较好地完成了引进

资源、自建资源、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等多项任务。“十五”期间，

CALIS西南地区文献信息服务中心依托所在的四川大学图书馆，选

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设备和功能强大的支撑软件，逐步形成了传统

文献资源、电子信息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相结合的现代信息资源保

障系统，建立了 CALIS西南地区中心门户网站，搭建了本地区资源

与服务共建、共知、共享的平台，同时加强在 CALIS三级保障体系中

的枢纽作用，组织与协调本地区各省中心的工作，为西南地区高校

教学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川大学图书馆不断改进技术手段袁采用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集群技术尧磁盘阵列
技术尧快速以太网技术尧全文信息发布及检索等技术袁建成了以小型机尧Unix操作系统尧
Oracle数据库和国外大型自动化管理软件为核心的图书馆自动化平台遥存储容量 15T袁近
期扩容至 25T遥 图书馆目前有小型机 13 台袁服务器 16 台袁PC机 715台袁计算机数量逐年
攀升遥

数字图书馆数据系统采用目前 IT业界公认的先进的存储区域网渊SAN冤方式来构建
存储系统袁核心信息系统采用 Cluster群集管理软件进行双机热备份袁以保证核心服务的
稳定运行遥

2002年 11月以前袁图书馆三分馆分别使用的是 ILLAS II和金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
系统遥2002年 11月我校引进野汇文冶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袁实现了跨校区多分馆管

理渊望江与江安校区尧文理馆与工学馆冤遥
2005年引进了以色列 EX LIBRIS公司的 ALEPH

500渊16 版冤和 METALIB/SFX袁实现了对三个校区四
个分馆统一的自动化集成管理遥ALEPH系统是目前世
界上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系统袁为大英图书馆尧美国国
会图书馆尧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所选用遥 利
用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袁实现了采访尧编目尧典藏尧
阅览尧流通尧期刊及情报检索的自动化管理袁并通过 In鄄

ternet开展了各种网上服务院如网上书目检索尧实时馆藏查询尧新书通报尧预约尧续借尧个性
化服务以及联合目录尧馆际互借等遥

2004年 12月袁我校图书馆获四川省教育厅野四川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评估
优秀图书馆冶称号遥

图书馆建成了以三层路由交换机为核心的 1000M光纤网络系统遥 望江尧华西尧江安
三校区四个图书馆之间通过物理独立的 1000M光纤互连袁 再通过高速防火墙与校园网
和外部 Internet网络连接袁使望江尧华西尧江安三校区四个图书馆之间由原来的相互隔离
转变为网络高速畅通尧安全可靠遥

图书馆选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尧设备及功能强大的支撑软件袁基本建成了功能强大尧
资源丰富尧开放式的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遥 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于 2005年 12月底发布
使用袁形成了传统文献资源尧电子信息资源和虚拟网络资源相结合的现代信息资源保障
系统袁为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遥

门户网站集成了统一认证系统尧公共目录查询系统渊OPAC冤尧资源统一检索与开放
式链接服务系统渊Metalib/SFX冤尧虚拟参考咨询系统尧教学参考信息系统尧馆际互借系统尧
随书光盘发布系统尧学位论文提交与发布系统尧数字资源加工系统以及资源导航库和特
色库等袁整合了海量资源和多元化服务袁将以往分散的资源和服务衔接起来袁使读者更加
方便尧快捷尧准确地获取信息遥

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院
* 单点登录和一站式服务院用户使用读者证号在门户上登录并验证袁可以获得所有

图书馆文献服务系统的使用权限,可以得到图书馆数字资源整合检索服务袁并能定制自己
的个性化服务遥

* 数字资源统一检索和导航链接服务:图书馆的统一检索系统渊Metalib/SFX冤不仅为
读者提供传统的数字资源检索服务袁 还将
通过整合检索和透明链接等技术袁 为读者
检索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和更加自由的途

径遥
* 网上参考咨询服务院 门户网站为读

者提供虚拟参考咨询和读者留言等多种服

务袁使读者能够及时得到图书馆员的帮助袁
更加方便快捷的使用各种资源和服务遥

* 数字资源和服务的集成院 门户网站
包含了四川大学数字图书馆所有的资源和

服务袁包括馆藏资料查询尧读者信息查询尧
数字资源检索尧科技查新尧馆际互借尧学位
论文尧教学参考书尧虚拟参考资源等系统袁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向广大师生提供服务的中心
门户遥

图书馆WEB主页采用 JSP服务器动态网页技术袁以 ORACLE为数据库平台袁网页
中服务信息尧资源信息动态发布袁是读者通过网上获取图书馆书目信息和资源以及相关
服务的平台袁同时也是图书馆与读者进行网上交流的平台遥

近几年袁图书馆根据学校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袁在馆藏资源的结构上进行了比较大
的调整袁在保障纸质文献的基础上袁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袁有计划尧有系统地引进了包
括电子期刊尧学位论文尧电子图书尧索引等在内的各种类型数据库袁电子资源大幅度增加遥
目前袁 图书馆已引进中外文大型数据库 143 个袁 如 SCI尧IEL尧SciFinder Scholar尧Gale尧
SpringerLink期刊数据库等袁馆藏电子资源超过 15T曰比野九五冶期间引进的 15个数据库和
1600G电子资源分别增长了 8.5和 8.3倍遥 可提供 1125582种中文电子图书袁15341种中
文电子期刊尧11056种外文电子期刊的原文阅读和下载遥

高速、安全的数字图书馆网络系统

先进的数字图书馆技术平台

一流的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

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

SCI尧JCR尧ISI Proceedings Elsevier SDOS John Wiley

SciFinder Scholar Kluwer Online Ovid Journals Full Text

CA on CD BSP+ASP IEL

PQDD博硕士论文 Gale渊4个子库冤 Britannica Online

OCLC FirstSearch渊13个子库冤 SpringerLink EI

AIP+APS Nature Inspec

BIOSIS PREVIEWS LexisNexis Academic NTIS

CCC Lexis.com CSA Material Research
Database with Metadex

LWW IPA EMBASE

EBMR DIF HMIC

Genenome MICROMEDEX Micromedex Healthcare Series

CMCC+CMAC CMCI CSDL

CSSCI CBMDISC 万方资源系统渊5个子库冤

书生之家电子图书 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人大复印报刊数据库

方正 Apabi数字图书馆 e线图情 中国资讯行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新华社高等教育专供信息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国研网数据库 超星图书

CNKI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经专网 龙源期刊

野十五冶期间引进主要数据库目录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hina Academi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

brary，简称 CASHL）。该项目是教育部根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文献资源建设的需要

而设立的。其宗旨是组织若干所具有学科优势、文献资源优势和服务条件优势的高等学校图

书馆，有计划、有系统地引进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借助现代化的服务手段，为全国高校的

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提供高水平的文献保障。这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外文期

刊保障体系。不仅可以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也成为全国其他科研单位文献获取的基地。

该项目于 2004年 3月 15日正式启动，目前拥有国外人文社科类期刊 3968种，目次数

据近 154万条。CASHL全国中心设在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负责资源的整体规划、建设和服

务，协调各区域中心和重点学科中心，开展培训，提供服务。区域中心设在武汉大学、南京大

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各区域中心在统一规划下，负责本区域的资源建设和全国

范围内开展文献服务。

目前，CASHL西南区域中心拥有西南地区成员馆 25家，校内注册用户共达 1173名。从

启动至今共完成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数量达到 14130篇，居全国高校前列，满足了读者个性

化服务的需求，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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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积极利用网络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深层次的信息咨询特

色服务。

查新服务为科研课题进行立项查

新、成果鉴定查新。作为教育部部级科

技查新工作站、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

项目查新站，我校图书馆在 2003－

2005年三年间，科技查新共 599项，

居西南地区高校图书馆第一位。

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印刷型文献资

源和网络数字资源的检索方法，图书

馆积极编写文献使用指南和检索教

程，举办了各类培训讲座，开设了文献检索课。2003－2005年三年来，培训

学生 3万人次。通过文献检索课，使学生掌握印刷型文献资源和网络数字资

源的检索方法，提高了学生获取与利用信息的能力，为学生的终生学习和研

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图书馆还为读者提供了网上咨询、电话咨询、到馆咨询等多种形

式的咨询服务。在咨询中耐心解答读者的各种问题，培养读者掌握文献检索

的基本方法和技能。2001年－2005年间，据不完全统计，接待的读者咨询人

数达 10万人次以上，给读者提供了较为满

意的服务。

图书馆在学校 28 个学院设立了 18

名学科馆员，每月跟踪对口专业对文献资

源的需求情况、课题进展情况，参加对口

专业的学术报告会，针对对口专业师生开

展图书馆相关电子资源及服务的培训，并

为学院的重点课题开展信息推送服务。

为学校领导和机关各部处主要负责

人提供新华社教育特供信息（《中外教育分析报告》每月 2期），出版了本科

教学水平评估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两个信息参考专辑。编写修订了《四川大

学图书馆电子资源一览表》，并派送

到本校老师信箱。

同时，为了使读者的信息需求

不受所在馆馆藏资源的限制，最大

限度满足本校教学科研人员、本地

区和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人员的文

献需求，实现资源共享，我馆还坚持

开放式办馆，向师生提供国内外著

名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延伸服务。

图书馆与国内外上百家高校和

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文献资源共享与协作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馆际

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我馆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的形式有两种：返还式：如

提供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料借阅服务。非返还式：通过图书馆馆际互借处向其

他高校图书馆（匹兹堡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等近 40家高校图书馆）或文献

提供机构（NSTL等）获取文献服务。

四川大学是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 （China-America Digital

Academic Library，简称 CADAL）项目 14个数字资源中心之一。项目由国

家投资建设，并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研究，是首次利

用引进外资方式进行“211工程”建设的项目。

我校图书馆第一批入选的资源包括：四川大学 1980-2000年毕业的硕

博士学位论文、民国图书、199种经济类民国期刊、565种古籍（包括 195种西

南地区地方志和 370种单刻本）。

第二批入选的资源：我校图书馆收藏的 1949年以前出版的英文著作共

28000多种。

迄止２００６年６月，已完

成 1980-2000 年硕博士论文 10649

篇、民国图书 10890种、民国期刊 199

种 1695册、古籍 3927册、1949年前出

版英文图书 6200 册的数字化工作，

共计 620万多页，数据量达 3100G。累

计向项目管理中心提交 32106册，并

已有 28365册电子图书通过管理中

心的检查验收。发布的合格数据居全

国高校前列。

图书馆主页全天 24小时向读者提供查阅馆藏书刊目录信息和馆藏电

子资源等各种网上服务，平均日访问量达 1万人次。全校师生均可通过校园

局域网在教研室、宿舍、家庭方便地阅读和下载电子图书、期刊原文，轻松获

取图书馆提供的各种服务。

全校师生踊跃使用我馆的网络数字资

源，数据库的访问量和文献下载量逐年大

幅增长。以 EI数据库为例，2000年的访问

量 为 13292 次 ，2005 年 的 访 问 量 为

3926528次，增加了 294倍。 2005年，图书

馆数据库总访问量达 19548万次，总下载量

达 552万次。数据库的访问量和文献下载

量的增加使引进数据库获得了良好的使用

效益，以全文数据库为例，2004年每浏览或下载一篇全文的费用为 2.22元；

2005年每浏览或下载一篇全文的费用则降到了 0.68元。网络数字资源在学

校的教学科研中正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服务效益显著

稳步推进的 CADAL项目建设

CADAL项目已完成数字化加工文献情况

特色鲜明的信息咨询服务

图书馆始终坚持野以人为本冶尧野读者至上冶的原则袁扎扎实实地开展读者服务工
作袁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遥

图书馆依靠先进的技术平

台袁实现了采访尧编目尧典藏尧阅览尧
流通尧期刊及情报检索的自动化管
理袁制定了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
业务规范袁采用集中统一的管理模
式袁 实现了图书馆工作的现代化袁
管理的统一规范化和服务的人性

化遥 图书馆Web OPAC渊公共目录
查询系统冤 是师生访问 ALEPH
500 系统的网关袁拥有一套完整而
强大的读者服务功能遥

图书馆首次使用同一自动化管理系统袁 实现了不同校区图书馆之间的通借通
还遥图书馆在三个校区尧四个分馆之间的通借通还工作袁极大地方便了全校师生袁尤其
是极大地方便了新校区一尧二年级本科生借阅老校区图书馆的图书袁深受师生好评遥

新建的江安分馆实行以读者为中心的野藏尧借尧阅尧咨一体化冶的服务模式袁自
2005年 8月底开馆以来袁日均接待一尧二年级本科生近 6000人次袁月借还图书量近
10万册次遥 2005年袁图书馆阅览人次和借还册次分别比 2003年增长了 22豫和 59豫遥
2006年上半年袁图书馆阅览人次和借还册次继续大幅度增长遥

图书馆实行超长服务时间袁每周开
放 7天袁每日从早上至晚上连续开放 14
小时袁每周服务时间为 98小时袁远高于
教育部规定的 70小时遥

同时袁图书馆还十分重视通过多种
途径宣传图书馆工作袁 辅导读者利用图
书馆遥主办了工作简报叶读者之窗曳袁及时
报道图书馆相关动态曰通过主页尧报栏等
实时发布图书馆有关信息遥 图书馆通过
读者留言板和馆长信箱加强与读者互

动遥 图书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袁如为一尧二年级本科生举办野如何利用图书馆冶的
讲座袁举办野优质服务周冶袁发放各种引进数据库的宣传资料袁举办各种专业数据库检
索与使用专题讲座袁进行读者调查等等袁以加强与读者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遥 2005年 11
月 11日袁江安图书馆读者志愿者队正式成立袁志愿者队根据同学们的课外时间给每
个成员分配工作并排班袁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曰同时积极开展野爱读书袁护图书冶袁
野为 110周年校庆献礼暨读书节征文冶等活动袁在图书馆与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遥

为方便读者袁图书馆还专门为读者提供了免费存包尧免费供应开水的服务遥
图书馆的优质服务袁吸引了更多的师生利用图书馆袁提高了图书馆的利用率袁得

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遥

基
础
服
务
工
作
再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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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阶

读者之窗窑校庆专刊 姻第三版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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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第四版姻 读者之窗窑校庆专刊

四川大学图书馆

渊接上版冤

地址院成都市九眼桥望江路 29号 邮编院610064 电话院85412292 传真院85412559 E-mail:liboff@scu.edu.cn

图书馆充分发挥本校学科优势袁利用馆藏文献资源特色袁多层次尧多方位地积极开展重点学科
专题数据库的建设遥 建成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尧地方特色尧高等教育特色和资源特色袁服务于高校教
学科研和国民经济建设袁方便实用尧技术先进的专题特色数据库遥这些数据库不仅是支持本校重点学
科建设的一批重要数字资源袁而且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数字图书馆的基础数据之一遥

巴蜀文化特色数据库院教育部 CALIS野十五冶 专题特色数据库子项目遥 该数据库独具巴蜀地域
及其历史人文特色袁全面覆盖与巴蜀渊四川和重庆冤地方历史尧文化相关的文献资源曰数据量达到
107512条袁其中选录的学术价值较高的一次文献渊全文尧图片冤达到 22057条袁即 20%以上遥

中文循证医学数据库院教育部 CALIS野十五冶专题特色数据库子项目遥本项目为满足循证医学信
息需求的专题数据库袁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尧高效的循证医学专业信息查询工具遥 同时袁通过信息化手
段袁宣传循证医学袁推广循证医学研究成果的应用袁促进循证医学在我国的发展遥 已建立中国循证医
学专业信息网络平台袁数据库条目达 5万多条遥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导航库院教育部 CALIS野十五冶 重点学科导航库建设子项目遥 依托于我校国
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图书馆共同建设的国家 野十五冶
野211工程冶CERNET重点学科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要要要文学信息资源服务系统而进行建设袁该
导航库收集网络资源达 5600余条袁其中 4869条资源已被 CALIS管理中心顺利收割遥

口腔医学网络资源导航库院教育部 CALIS野十五冶重点学科导航库建设子项目遥该数据库建设目
的是收集整理有关口腔医学的网络资源袁建设一个集中服务的网络资源导航数据库袁提供重要学术
网站的导航和免费学术资源的导航袁为口腔医学领域的用户服务袁使用户能以较快的速度了解本领
域科技前沿研究动向和国际发展趋势遥 目前袁该导航库进展顺利袁已有 4145条数据被 CALIS管理中
心顺利收割遥

四川大学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院教育部 CALIS二期重点子项目遥 已经建立学位论文网上提交
与发布系统及全文数据库袁避免了收集纸本论文后再进行数字化加工的繁重过程袁有利于学位论文
的电子化保存和网络化利用袁有助于研究生确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向袁避免与他人研究工作不必
要的重复袁充分发挥学位论文的学术价值遥 迄止 圆园园远年 缘月袁四川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文摘等元
数据信息共计 10776篇袁已在图书馆主页上发布并提供检索遥

野十五冶期间自建重点特色数据库 巴金赠书

美国前总统乔治窑赫伯特窑沃克窑布什赠书

叶大般若波蜜多经卷曳院唐代敦煌卷子本遥 这是我馆
所收藏善本中年代最久远的一种遥

叶南齐书曳院宋眉山刻版袁元明递修本袁又称蜀大字
本遥 该书版存世近 700年袁历宋元明清四朝遥 因为对旧书
版不断递修补刻翻印袁版面模糊袁所以又称邋遢本遥

叶贞观政要曳尧叶洪武正韵曳院明藩刻本遥 一般而言袁藩
王府资金雄厚袁可以选好的底本和纸墨袁所以藩刻本的品
质一般都比较好遥当然袁其中也存在质量上的差别遥我馆
收藏的藩刻本袁属藩刻本中上乘版本袁极具文献价值遥

叶正统道藏曳院明刻本遥 刻版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

被毁袁 现在国内仅于北京和上海两白云观中存有两部基
本完整的刻本袁我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分别藏有半部遥该书
扉画清晰袁对研究道教袁尤其是道教人物造型尧服饰弥足
珍贵遥

叶四川省通省山川形势图曳院清乾隆间宫廷手绘本遥
该图是清乾隆初年由大学士董邦达领衔袁 宫廷画家用工
笔画的形式精心绘制的袁反映当时四川全省山川尧城邑尧
坛庙尧衙署尧仓储等情况的彩色地图遥该图本为军事地图袁
为乾隆初用兵金川时所作袁共 150幅袁一地一图袁因此对
于四川全省各郡县的山川形胜尧道里尧兵颛尧钱谷数目悉
记无遗遥该图原藏清宫袁八国联军侵入北平后袁散落人间袁
先为嵩犊山尚书所得袁辛亥革命后袁又归廖劲伯收藏遥 劲
伯为四川人袁最后归今四川大学收藏遥 该图有黎澍尧梁正
麟的序跋袁详细记载了其流传情况遥虽历经 200多年的岁
月沧桑袁 图中山水依然清晰如初袁 极具艺术性和观赏价
值袁同时也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文化研究价值遥

珍稀地方志和单刻本院 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定
数量的珍稀地方志和单刻本袁其中包括部分孤本袁是我馆
的宝贵财富遥

四川省城街区图院此图作于 1903年袁是目前国内所
藏同类地图中较早的一幅遥 该图详细记录了当时成都的
街道情况袁极为珍贵遥

建国前四川大学毕业论文院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
了包括当时四川大学的十二个系和原华西协合大学四个
系在 1932年到 1949年间毕业的部分学生的毕业论文约
5000篇遥 这批论文涉及哲学尧政治尧经济尧历史尧文化尧社
会学尧自然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袁极具文献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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