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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知识服务实践研究 ——以LANL研究图书馆、CISTI、MPDL为例 

李麟, 初景利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北京 100190 

摘要： 

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ANL)研究图书馆、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CISTI)、德国马普学会数字图书馆

(MPDL)三家图书馆为例,分析国外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的知识服务实践,总结知识化、网络化时代知识服务的模式与机

制,主要包括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优化、机构知识资产管理、科研数据管理与服务、构建虚拟研究环境、改进学术

信息交流模式和环境5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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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Practice on Knowledge Services of Some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Organizations ——A Case Study of LANL Research Library, CISTI and MPDL 

Li Lin, Chu Jingli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case study of LANL(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Research Library,CISTI(Canada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and MPDL(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three institutes’practice of knowledge services, and define the service model and 

mechanism in the new era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 that the transforming and optimizing of the 
service model,management of institutes’ assets, science data management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cholarl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odel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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