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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智慧图书馆的提出

国际范围内首篇对“智慧图书馆”进行理论研究的文章：

《智慧图书馆:基于位置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2003

年，芬兰奥卢大学图书馆学者）；

文中指出“Smart Library是一个不受空间限制的、

可被感知的移动图书馆服务，它可以帮助用户找到所需图

书和相关资料”。

未得到业界的共鸣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智慧图书馆的提出

“智慧地球”的提出真正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智慧”概念的

关注，掀起了人们对“智慧”概念研究的热潮，纷纷与各个

领域相结合。

“智慧图书馆”才被人们所关注。

2008年，IBM提出
“智慧地球”

智慧图书馆、智慧城市、
智慧农业、智慧旅游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二）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目前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技术视角、人文视角、要

素构成和系统运行视角、服务与功能视角、

空间构成视角等不同的角度对智慧图书馆概念进行界

定。

本次主要从技术视角进行解读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二）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国内学者严栋于2010年，

发表了《基于物联网的智

慧图书馆》一文，他认为

物联网技术是智慧图书馆

形成和发展的核心。

技术视角下——

国外学者M.C. Miller认为智慧图

书馆表现为软件质量工程和科学

计算等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实践应

用，馆员可通过这些技术为用户

提供更优的服务。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研究课题和项目是引领某一领域研究的风向标。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申请项目统计，到2019年

2月为止，获批的智慧图书馆领域研究项目已有5项，涵盖了理论

和实践两个方向，研究内容涉及空间、服务和技术实现等方面。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项目批准
号

项目类别 学科分类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17CTQ009
社科—青年

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智慧图书馆”情
境感知微服务模式

研究
周玲元

13XTQ009
社科—西部

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智慧图书馆理论与
系统实践研究

杨新涯

16BTQ007
社科—一般

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基于知识挖掘和推
荐系统的图书馆智
慧服务模式研究

王颖纯

18BTQ028
社科—一般

项目
图书馆、情
报与文献学

图书馆智慧空间的
理论构建与实践应

用研究
许鑫

71673203
自然—面上

基金
管理科学部

云环境下智慧图书
馆移动视觉搜索模
型与实现研究

曾子明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学术会议所关注内容反映了领域研究的和热点和方向。

2018年以来，国内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学协会、

CALIS等图书馆联盟、图情期刊等学术媒体和相关企业等各

类主体积极举办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对智慧图书馆的发展

进行探讨。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时间 会议名称及主题

2018.11
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暨公共图书
馆分会工作会议

2018.11
2018年北京高校图书馆“双一流，背景下的智慧图书馆服
务创新”学术研讨会

2018.09 2018中国(南京)未来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

2018.08 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研讨班

2018.06 新时代图书馆服务创新与智慧图书馆发展论坛

2018.05 2018CALIS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研发专家研讨会

2018.05
中国图书馆学会举办知识图谱助力图书馆知识管理与智慧
服务研讨会

2018.03
2018中国(北京)未来教育装备展示会暨第三届未来教育高
峰论坛

2018.01
第九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 2018)主题:“图书馆，让
社会更智慧更包容



一、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国内外研究概况

国外智慧图书馆系统建设研究更注重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研究者 研究成果

Younis M 
I

提出基于RFID技术的智慧图书馆管理系统

Lyappan P
等人

运用动态获取规则，构建了面向服务架构技术
(SOA)的在线智慧图书馆系统

Simovic A
等人

提出基于Hadoop生态系统智慧图书馆大数据系
统设计方法

Min B W

从系统架构、服务和开发环境三方面出发构建
了
基于SaaS和云计算等的移动智慧图书馆应用。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尤其以物联网技术和人工

智能技术最受关注。

SoLoMo等计算机和
网络综合技术

人工智能

物联网

（RFID是核心）

数据挖掘虚拟现实

Zigbee

神经网络

在智慧图书馆的技术
应用研究中，相关技
术主要集中在

（一）关键技术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物联网

物联网技术可借助信息传感设备，在约

定协议下将任何实体与互联网连接起来，

并通过与Wi Fi定位技术和Zigbee等技

术关联使用，实现信息的交换和通信，

从而实现全方位的智能化识别、定位、

跟踪、监控和管理。

RFID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RFID

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

主要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

获取相关数据。

作为物联网的核心感知技术，并不是孤

立的，可以通过与互联网、通信等技术

的结合，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人工智能技术是时下最热门的先进

技术之一，模拟人类大脑神经系统

来进行运作。

其包含多个领域的技术，如智能机

器人、语音识别、机器学习平台、

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等，与智慧图书

馆的建设理念较为契合。

人工智能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Zigbee

Zigbee是一种自组网的双向无线

通讯技术，具有低成本、低功耗、

低速率、低复杂度等特点。

突出的优势有:

远距离身份识别、环境监控以及

无线网络定位等。



二、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概览

数据挖掘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产生

的一种新兴技术，运用数据挖掘

算法，比如KNN、支持向量机、

决策树、朴素贝叶斯算法等。

在大量数据中搜索出具

有利用价值的数据，并将其转换

为有用的信息和知识，应用于各

领域。

数据挖掘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物联网技术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不同领域，概念也会有所不同。

应用于图书馆，其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狭义上，是指通过该项技术来实现对图书馆书籍的智能化管理；

广义上，是指从宏观角度上图书馆馆际之间的资源互借。

目前，我国物联网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主要是指RFID技术的应用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物联网技术 RFID技术可以帮助图书馆很好地实现部分智
慧化功能，比如——

24小时全天候自助还书  图书的自动分拣、排架和顺架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物联网技术
RFID技术可以帮助图书馆很好地实现部分智
慧化功能，比如——

快速盘点馆藏资源
（电子标签）

 高安全系数的智能门禁系统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RFID 一些传统图书馆相关企业开始转型

从事智能图书馆的产品及软件研发、设计制造、技术服务及

系统集成等，形成基于物联网和RFID技术的多元化智能图书馆

全系列产品：

 RFID高频HF、超高频UHF智能图书管理系统，

 EMID智能图书管理系统，

 24小时自助图书馆（室），

 图书馆图书通借通还系统等，

并为各类图书馆提供专业定制服务。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数据挖掘在智慧图书馆的应用有——

 将图书馆中海量的知识资源动态串联起来，满足用

户个性化需求；

 预测智慧图书馆用户行为、用户群变化；

 预测知识发展趋势；

 预测图书馆发展；

等。

数据挖掘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主要有三种技术形式：

 基于内容聚类的协同过滤推荐

 基于用户聚类的协同过滤推荐

 关联规则推荐

数据挖掘
个性化推荐

用户聚类虽然推荐效果好，

但容易产生稀疏问题；

内容聚类同样容易遭遇稀疏

和冷启动的问题，

因此还需要对用户和资源数

据的更深入挖掘。

目前是高校图书馆运用
较多的形式，最适合图
书馆的相关书籍推荐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有相关的研究基于本体的高校图书馆用户行为
模型的构建策略和构建方法，
并设计一种利用用户日志库提取用户显性兴趣
和隐性需求本体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但实际的场景运用比较少。

数据挖掘 预测用户行为、用户群变化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例如：

基于ESI和InCites数据库引文

分析及跟踪，通过计算其ESI

中22个学科在全国各学科发展

中的区位商。

分析学科优势，对热门论文和

顶尖论文进行研究前沿预报。

数据挖掘 预测知识发展趋势

进而结合高校学科评价中

对科研评估、学科发展、

人才引进和人才评估等决

策支持需要，开展以顾问、

委托咨询、会议咨询、合

作、主动服务以及研究报

告等服务模式探讨图书馆

支持高校学科科研评价的

服务。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南京大学自主研发

“超高频RFID技术”

其可以最大限度的细化图书典

藏粒度，并配备装备激光导航

传感器的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

可以在其自动寻路导航的前提

下，实现对图书的精确定位，

排序和盘点。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江南大学图书馆申请

专利

“图书馆智能机器人”

该机器人可以实现自

动还书，扫描书架，

检测缺失和错放书籍。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设计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图”

其可以通过组织建立知识库来构建

专家系统，并使其具有学习、推理、

判断、记忆以及上下文获取等功能。

使读者在社交网络环境中，能与

“小图”进行自然交流和查询信息。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设计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图”

其可以通过组织建立知识库来构建

专家系统，并使其具有学习、推理、

判断、记忆以及上下文获取等功能。

使读者在社交网络环境中，能与

“小图”进行自然交流和查询信息。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技术与高校图书馆

开展智慧图书馆关键技术与应用研究

服务机器人 搬运机器人 生产

机器人送书
到人

送架
到人

自动上
架



未来的书库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可以按学科，专业，学期，借阅频
次，或者它们的组合来设置。

借书窗口 借书窗口 借书窗口

借书窗口 借书窗口 借书窗口

借
书
窗
口

借
书
窗
口

借
书
窗
口

借
书
窗
口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堆垛书架



未来的书库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某一书库立面示意图



未来的书架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快递货架

可移动书架
（按面、层、列定位图书，

并可推送）

自助图书站



“书到人”的借阅方式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直接借书（目标明确）

男性购物
——直奔主题

馆内由机器人送递



“书到人”的借阅方式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查阅借书（无明确目标）

搬运机器人送递书
架

女性购物——乐趣
在“逛”



自动按需上架系统

三、智慧图书馆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如同麻将机

上架图书 根据上架策略
自动上架

上架策略：可按图书之间的相关
度（便于大众推荐）、借阅频率
排行等自动上架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技术研究多停留在对技术本身的介绍，

未充分体现技术与高校图书馆的融合。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一）智慧图书馆研究存在的问题

研究领域
有待扩宽

研究内容
较表面化

研究领域由最初的概念、特征发展到技

术、服务等方面，但有些可能存在及出

现的问题尚未得到重视，比如馆员知识

结构、素养能力、馆藏保护问题、数字

资源版权问题等。



技术产品的开发处于表层状态，如图

书馆内的智能机器人有时只能进行简

单的语音对话，“噱头”大于实用。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一）智慧图书馆研究存在的问题

技术人员
数量不足

技术产品
开发不成

熟

图书馆内对于技术人员的配置不足，

专业掌握各类智能图书馆关键技术的

人员数量不足。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二）智慧图书馆研究应对策略

1、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思考现代信息技术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的影响

 提出智慧图书馆功能、性能需求

 提出智慧图书馆研究课题建议、项目指南

 构建智慧图书馆发展生态（高校、企业、政府、社会）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二）智慧图书馆研究应对策略

2、高校加强对智慧图书馆技术的研究；

 多参观学习，接受新理念、新知识

 大胆使用图书馆新产品新技术

 积极参与企业有关智慧图书馆的开发

 关注智慧图书馆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动向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二）智慧图书馆研究应对策略

3、加强馆员队伍建设

 新馆员招聘要有一定的技术馆员

 现有图书馆馆员的终身学习和培训

 ……



 智慧图书馆发展和信息化环境有什么关系？

 各类型图书馆未来发展到智慧图书馆有什么异同？

 智慧图书馆对用户图书馆用户行为带来哪些影响？

 智慧图书馆中现有图书馆的业务和服务会如何改变？

 何向领导和同行解读智慧图书馆发展动态和技术？

 智慧图书馆信息技术队伍知识、能力要求及培养方案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三）智慧图书馆研究思考方向



 图书馆新建和空间改造中技术方案拟草和论证如何考

虑“智慧”特性？

 智慧图书馆中如何体现服务质量和水平？

 智慧图书馆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体系是怎样的？

四、高校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研究的问题与对策

（三）智慧图书馆研究思考方向



知识圣殿，精神家园

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