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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馆建筑中读者关怀意识的落实

摘摇 要摇 要体现读者关怀,应当注重图书馆建筑的实用性,要有合理的功能布局和服务区域划分,有科学的通

风、采光及温度控制设计和好的环境美化。 图书馆建筑应全面体现读者关怀意识。 参考文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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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并强调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落实到

图书馆,就是要解决从各个环节满足读者需求、保证读

者权益的问题。 而图书馆新馆建设中读者关怀意识的

落实,是贯彻这一理念和办馆方针的重要基础工作。

1摇 关于实用性

目前,有些省、市图书馆开始追求建筑物的标志

性,而忽略其实用性。 这和当地政府领导的指导思想

有关。 这样的建筑,可能外部形象较好,但却给实际

使用带来许多问题。 如有两个新建馆,都采用了大面

积的幕墙玻璃,不能透入自然空气,又很难解决夏天

的日照问题。 斜面的大玻璃结构,很容易积灰,甚至

搞一次清洗都非常困难,需要投入很大的成本;高空

间也成为这些馆的一种时尚,从上到下,纵穿几个楼

层,从屋顶直达楼底,落地面积达 2000—5000 平方

米。 大量的空间被白白浪费,而且还要消耗大量的空

调用电。 这样的空间如果设置在大跨度建筑物的中

间,无可厚非,因为它能增加自然采光。 可像上述两

个新馆,高空间区域都在建筑物直接与外环境相接的

部位,实属浪费。 门厅的豪华、宽大也是目前图书馆

建筑的一种新倾向。 似乎越大、越豪华,就越有文化、
越厚重。 殊不知,这样的大厅与饭店的大堂又有什么

区别呢。 我们应该转换思路,把纳税人的钱尽可能花

在增加阅览空间、尽量增加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舒适度

上。 笔者在考察英、美一些大型图书馆时,就注意过

这些问题,几乎没有看见过哪家图书馆有豪华、宽大

的门厅,相反,他们的读者服务区倒可以用豪华、宽
大,加上舒适来形容。 如纽约皇后区图书馆、英国剑

桥大学图书馆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2摇 关于功能布局

(1)从声区过渡的方法考虑布局。 所谓“声区过

渡冶,就是在图书馆建筑内部,从有声区(闹区)到次

声区,再到无声区(静区)的空间过渡设计。 即把报

告厅、展览厅和多媒体、教育、会议等用房作为一个单

元集中布局;把阅览、查询、研究、自修等用房作为一

个单元集中布局。 中间以公共通道、目录大厅、检索

处、办证处来过渡。 避免嘈杂声的交叉影响。 而且,
各大区域最好能有相对独立的通道,方便通行又能减

少互相影响和干扰。
(2)从功能和业务流程考虑布局。 较大规模的

图书馆一般按文献类型来设置阅览区域。 如图书会

分成自科、社科、中文、外文等类,报刊类又会分成现

期报刊、过期报刊、外文原版刊等。 分门别类是为了

方便管理与利用,但如果把它们完全分隔开来,各成

一室,又会产生读者利用不便,管理人员增加等弊端。
如果我们在空间设计上把同一类型的文献安排在相

对分隔、又互为连通的功能区域内,既可便利读者,也
减少了工作人员,降低了管理成本。 还有像寄存、信
息服务、读者咨询、OPAC 检索等服务项目都应尽量

布置在读者一进图书馆就能看到的方位。
(3)从场馆利用率考虑布局。 图书馆的开放时

间一般是 8:30 ~ 20:30。 但像报告厅、多媒体阅览

室、教育中心等部门往往要延长开放时间。 如果按常

规设计,这些部门延长开放时间就难以实现。 因为同

一通道会增加已下班区域安全管理的难度,中央空调

也不可能为一个区域的需要而浪费不必要的电能。
因此,在功能布局设计时,除应尽量把可能延长开放

时间的部门集中安排在一个区域外,同时应为这些区

—56—



第 34 卷第 177 期

Vol. 34. No. 177
中摇 国摇 图摇 书摇 馆摇 学摇 报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08 年 9 月

September,2008

域设计与其他区域可合可分的通道,以及单独通向户

外的通道。 照明、空调也应单独设立运行系统,以保

证这些服务功能的充分利用。

3摇 关于通风
在图书馆,空气的新鲜度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

读效果。 在一定空间,如果二氧化碳的比例超过空间

容量的 1% ,人就会感到不舒服。 图书馆的读者在阅

览室里,通常时间都比较长。 封闭式的建筑空间,不
洁净的空气质量,给读者的身心伤害可想而知,对图

书馆工作人员的伤害也不可低估。
当然,如果室内空气流动的速度每秒钟超过 0. 2

米的话,人也会有所感觉,时间久了就会感到烦躁。
所以我们在建设图书馆时,就应当把空气流通设计为

可调节性的。
在设计时,应尽量创造自然通风的条件。 建议采

取如下措施:跨度超过 100 米的图书馆大楼内,可以

设计一些通风采光的天井;不用幕墙,窗门应当能够

自由启闭,使新鲜的空气能够在室内充分流动;阅览

区和走廊之间,如果要用玻璃隔断,其顶上应当留出

约 80 公分的空间,以不影响新鲜空气的流通。
4摇 关于采光

笔者参观的一些图书馆,看到有大面积的玻璃屋

顶和大面积的透明玻璃墙。 有一个图书馆还在透明

的大玻璃顶棚下设置了报刊阅览区。 这个阅览区,笔
者在夏天和秋天去过多次,没有看到一位读者,只见

到报刊在晒太阳。 而在冬天,看到有读者,但都是懒

洋洋的。
根据有关测试,在自然采光中,阴天的光线亮度

只有晴天亮度的 25% 。 如果我们在阴天时利用大玻

璃顶棚的自然光看书,还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晴天,
这一亮度将增加 4 倍。 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读者就

难以承受,会出现烦躁情绪。 我们应当从人的生理学

角度出发,设计时,既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又能够给读

者创造出一种光线柔和的阅读环境。 笔者认为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予关注:
应当尽量避免室外阳光直接照射到阅览桌上,并

应避免强烈的光线反射。 保持阅览室桌面上的光线

亮度和外环境的光线亮度之比不超过 1:5;如要设置

玻璃天窗,可以在玻璃天窗之下水平部位加一层卡布

龙,在阳光直射下来时,透过玻璃层,再经过卡布龙过

滤到桌面上,就会十分柔和,甚至连影子也没有。 读

者感觉会非常舒适、柔和。
各个服务区采用相同的采光亮度是不可取的。 因

为现代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不同的文

献信息资源载体,需要不同的阅读设备和使用方法。
如:图书、报刊需要水平阅读;电子出版物、查索网上的

信息资源等需要使用电子屏幕,等等。 开架阅览区的地

面颜色应当设计淡一些,使地板能够有一定的反光,使
书架底层的书脊名称和书标能够容易识别和读出。 善

本书库的照明还应当注意防止紫外线的辐射。
5摇 关于温度控制

现代图书馆建筑在冬夏二季的室内温度控制往

往都是依靠空调。 怎样的室温最适合读者的阅读呢?
笔者经过多年观察认为:从人的生理学角度分析,冬
天以 18 - 20 度,夏天以 26 - 28 度为宜。 冬天如室温

过高,人会感觉昏昏欲睡,阅读效果很差;夏天如室温

太低,当走到室外时,会很难承受室外的热浪。 尤其

是老年读者,短时间出现很大的温差,因为血管不能

适时调节而造成血压的非对应性波动,有时发生的后

果会比较严重。

6摇 关于阅览服务区

阅览服务是图书馆建筑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项

目之一。 为了能够达到让读者舒适、便捷、宽松地利

用图书馆的要求,首先要确定图书的占用空间标准;
然后再从设计阅览席位和服务空间等方面来达到

“以人为本冶的服务目标。
国际图联的相关标准指出:“存储在闭架书库

中,应当允许每 1000 册图书有 5. 5m2的藏书面积(等
于 182 册 / m2),在开架的阅览区内每 1000 册应当有

7m2(等于 143 册 / m2 )。冶 美国、荷兰、加拿大开架阅

览区每平方米藏书分别为 143、165、110 册,而中国为

345. 1 册。 国内外的标准相差甚远。 我国的许多图

书馆建成不久就“书满为患冶,这可能是重要原因。
有的图书馆没有办法,只好减少阅览席位的单位指

标。 这样,也就很难给我们的读者创造出舒适、便捷、
宽松的读书氛围与环境。

国际图联的相关标准中提到“每个阅览席位可

以达到 2. 5m2 /座(27 平方英尺)左右冶;“存储期刊和

声像资料所需要的空间面积必须有所增加,使用期刊

的读者席位数,至少以服务每 2000 人,要有 1 个席

位。 服务的读者达到 2 万人时,可以降低到 3000 人 /
席,而每个席位必须达到 3m2 /座(32 平方英尺)的面

积。冶美国、荷兰、加拿大每个阅览席位都达到了国际

标准,而中国比较好的也只有 2m2 /座,差距是较大

的。 因此,一个舒适,优雅、便捷、宽松的公共图书馆

建筑,必须充分考虑人口密度和读者生活质量提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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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需求质量的新要求,立足长远,使图书馆建筑

更为科学,更经久耐用。

7摇 关于服务环境的美化

图书馆建筑的“以人为本冶还包括了对阅览环境

的美化设计。
环境色调、布置的建议:笔者认为整个图书馆阅览

区域,尽量采用暖色调为宜。 墙上的悬挂物,也尽量选

择山水风景。 从生理学角度看,这样的安排,容易让读

者放松心情,缓解疲劳;开架部位的书架要错落有致,一
般应该中间高些,周边靠窗低些,并间插阅览桌椅。

绿化问题的建议: 如自修室和阅览室,常见的抱

怨是色彩单调,空气混浊。 我们不妨摆放一些绿色植

物,既可美化环境又能调节空气,让读者有赏心悦目

的舒适感;看书累了,还有缓解视觉疲劳的作用。 要

尽量放置中型植物,且疏密有致。 能体现图书馆的档

次,也便于养护。
休闲、运动设施的建议: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

开辟诸如读者休闲室、简易健身房等设施,让坐久了

的读者可以有一个调节身体和情绪状态的空间,听听

清新舒缓的音乐,活动一下身体,喝上一杯浓浓的咖

啡,或与朋友聊一会儿天,放松一下心情。

希望图书馆从建筑设计开始就注入读者为本、适
用为要的理念,落实绿色环保、和谐发展的要求,从生

理到心理上以及可行性、安全性诸方面努力营造读者

的舒适感、安全感、信任感和忠诚度,使更多的读者喜

欢走进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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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25 页)图书馆反对检查,并不意味着反对公

权部门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行为,图书馆所反

对的是那些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出于部门或个人利

益的、非授权、非程序性的检查。 可见,只要我国意识

形态领域中的有关规定符合法治要求,权力行使人员

依法、按程序办事,这种冲突是有可能得到缓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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