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阅读报告 

（2018 年） 
 

一、阅读资源 

（一）空间资源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建筑面积为 25,511平方米。其中花溪校区逸夫图书馆建筑面积为 22,000平方米，设 1,764

个座席，大学城校区临时图书馆建筑面积为 3,511平方米，设 679个座席。 
 

 

面积（m²） 阅览坐席（个）

花溪校区逸夫图书馆 22000 1764

大学城校区临时图书馆 3511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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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舍面积与阅览座席

花溪校区逸夫图书馆 大学城校区临时图书馆



 

（二）开馆时间 

 全年开放 355 天。 

 周开馆 7 天，周开馆 104 小时。 

 寒暑假接待读者共计 26,288 人次。 

 法定节假日接待读者 26,628 人次。 

 

（三）馆藏资源 

 纸质资源 1,483,500 册：馆藏纸质文献新增 27,557册，同比增长 1.89%。 

 特色资源 136,040 册（件）：古籍 2,580 部 35,440 册；民族文献 12,700 余种 50,000 余册；地方文

献 50,000余册（件）；民族文化藏品 600余件。 

 电子资源 49.5TB：数字资源镜像存储量新增 9TB，同比增长 22.22%。其中，电子期刊 139.71 万种，

电子图书 442,85万种，数据库及信息平台 52个（含 13个自建数据库）。 

 

（四）图书馆馆员队伍 



 

 

 

二、阅读效能 

（一）读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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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读者持证人数达 38,808人。其中本科生 17,336人，预科生 1,416人，硕士研究生 1,241人，博士研究生

19 人，留学生 38 人，教职工 2,405 人，人文科技学院学生 13,716，校外读者 2156 人，校友读者 554 人，亲子读

者 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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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读者入馆量 

1、2011-2018年图书馆读者入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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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各学院读者生均入馆量 

 

 

 

138

86 84 83 82

44
38

25 24 23 19 16 15 15 14
5 3 3 1 1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2018年各学院读者生均入馆量（单位：人次）

生均入馆量



3、2018年教师入馆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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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学生入馆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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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书借阅量 

1、2011-2018年图书借阅量趋势图 

2017年图书借阅量总计 77,088册次，借阅册数总计 64,144册。2018年我馆图书借阅量总计 57,553册次，借

阅册数总计 38,923册。借阅量同比下降了 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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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读者借阅量分布 

 

借书量（册次）  借阅人数（人）  

1-5 4186 

6-10 1573 

11-50 1548 

51-10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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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年图书馆自助借还量 VS人工借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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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各学院生均借阅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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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年教师借阅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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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8年学生借阅量 TOP10 

 

 

263

177

127

102

95

91

91

88

86

8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赵丛

体育学院

张志珍

文学院

谢婷

文学院

罗丽

外国语学院

吴妮芳

法学院

马则君

传媒学院

林礼恒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王丹

商学院

安群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杨李琴

文学院

2018年学生借阅量TOP10  （单位：册次）



7、2018年图书分类借阅量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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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8年纸质图书借阅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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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者阅读倾向 

1、按读者性别分析阅读倾向 

1.1 2018年男性读者图书借阅分类统计 

 

 

2,113

3,292

2,130

14 7 3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2018年男性读者图书借阅分类统计图（单位：册次）

借阅量



1.2  2018年女性读者图书借阅分类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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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生均借阅量 TOP3的学院分析阅读倾向 

2.1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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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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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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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字资源 

1、2018年图书馆主页访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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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年数字资源访问量和下载量 

 

月份 访问量（单位：人次） 下载量（单位：篇次） 

一月 423,599 43,370 

二月 2,972,979 16,920 

三月 3,187,803 67,505 

四月 3,104,903 67,207 

五月 3,104,903 59,105 

六月 2,351,231 60,535 

七月 1,990,613 41,165 

八月 903,965 24,659 

九月 1,679,227 38,592 

十月 6,485,305 63,558 

十一月 7,370,736 81,291 

十二月 11,455,203 110,761 

合计 45,030,467 674,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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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年移动图书馆点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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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品牌 

（一）传统阅读推广品牌活动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传统阅读推广品牌活动主要有学者关怀讲座、读书俱乐部、英语角、《阅读人》报、电影

展播，两校区全年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共计 95 次。2018年以“耕读传家·乡村阅读”为主题，举办了第四届“校园

读书月”暨第 23个“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参与人次超过 10,000 人。 

1、2018年“学者关怀讲座”海报合集 

 

 

 

 

 

 

 

 

 

 



2、2018年度“读书俱乐部”海报合集                 3、2018年英语角活动现场照片 

 

 

 

 

 

 

 

 

 

 

 

 

 

 

 



4、电影展播宣传合集 

 

 

 

 

 

 

 

 

 

 

 

 

 

 

 



5、《阅读人》报 

 

 

 

 

 

 

 

 

 

 

 

 

 

（二）阅读推广新篇章 

1、亲子阅读服务 



 开拓创新阅读推广新业务，搭建亲子阅读空间，打造亲子阅读服务，提升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能力。 

 暑期亲子阅读推广活动 8 场，全校教职工亲子读者参与量 120 人次。活动项目包括亲子阅读卡、参观逸夫图书

馆、“旧书新颜，小匠人大匠心”图书包书衣活动、“破损图书换新颜”手工体验活动、“中国古书装帧”传统

技艺体验活动、神秘的 3D打印体验活动、绘本故事会、儿童读物借阅服务等 8项子活动。 

 

 

 

 

 

 

 

 

 

 

 

2018年暑期亲子阅读推广活动现场照片 



 2、2018年校园读书月活动掠影 

 

 

 

 

 

 

 

 

 

 

 

 

 

 

 



四、2018年图书馆大事记 

 荣获“贵州省五一巾帼标兵岗”荣誉称号。 

 荣获“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大赛”团体总分第二名。 

 被贵州省教育厅推荐到省妇联参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称号。 

 龚剑研究馆员入选 2018-2022年教育部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贵州省高校唯一。 

 卢云辉馆长当选第九届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龚剑副馆长当选理事。图书馆成为贵州省图书馆学会

第九届“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单位，龚剑副馆长任主任委员。 

 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志愿者团队成立 10周年。 

 4月，贵州民族大学与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4月，承办贵州省“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培训班。 

 5月，卢云辉馆长出席 201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并在第一主题论坛作“地方公共图书馆立法实践”主

题演讲。 

 7月，吕映红书记挂职镇远县委副书记（一年）。 

 7月，承办 2018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高级研修班。 

 10月，卢云辉馆长出席中国索引学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图书馆在“贵州省高校图书馆馆员信息素养大赛”中荣获团体二等奖。 

 12月，“学者关怀讲座”开设总第 120期。 

 读者年入馆总人次首次突破 90万，同比增长超过 11%。数字资源年下载量超过 100万篇次，同比增长超过

30%。举办文化、教育、学术和技术等讲座 160余场，参与读者约 2万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