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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THING面面观



智慧地球也称为智能地球，就是把

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

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

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

幵且被普遍连接，形成所谓“物联

网”，然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

互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

物理系统的整合。这一概念由IBM

首席执行官彭明盙首次提出。同时

智慧地球也是一本图书，一本电子

杂志。

1.1 智慧地球
一、智慧THING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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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是智慧地球的体现形

式，是Cyber-City、Digital-City、

U-City的延续，是创新2.0时代的

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基于物联网、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

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

的应用，营造有利于创新涌现的

生态，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

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

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

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

续创新。

1.2 智慧城市
一、智慧THING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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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智慧校园”是指通过利用云计

算、虚拟化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来改变党

校学员、工作人员和校园资源相互交互

的方式，将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与

校园资源和应用系统迚行整合，以提高

应用交互的明确性、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从而实现智慧化服务和管理的校园模式。

2010年，在信息化“十二五”规划中，

浙江大学提出建设一个“令人激动”的

“智慧校园”。这幅蓝图描绘的是：无

处不在的网络学习、融合创新的网络科

研、透明高效的校务治理、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方便周到的校园生活。简而

言之，“要做一个安全、稳定、环保、

节能的校园。”

1.3 智慧校园 一、智慧THING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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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智能建筑的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是指把智能技术运用到图

书馆建设中而形成的一种智能化建筑,是智能建筑与高度自动化

管理的数字图书馆的有机结合和创新。

2、从智能计算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图书馆+物联网+云计算+

智能化设备,是通过物联网来实现智慧化的服务和管理。

3、从数字图书馆服务的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是指充分利用ICT

技术, 以迚行进程阅览图书资料,预约座位等操作的数字图书馆。

4、从感知的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是感知智慧化和数字图书馆服

务智慧化的综合。

1.4 智慧图书馆之定义一：
一、智慧THING面面观



1.4.1揭示与感知

基于借阅的图书馆服务手段变化

传统手工型

卡片目彔

自动化型

条形码

自助型

馆员- 计算机 - 读者- 图书

馆员- 借书袋 - 读者- 图书

读者- 自助机 - 图书

RFID

一、智慧THING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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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是图书馆迈向智慧化的技术基础

 RFID是满足读者用户需求多样化复

杂化，实现图书馆“一站式”服务的必

要手段

 RFID在现代图书馆工作流程变革，提

升图书馆服务水平方面起到重要推动

作用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提供支撑

读者需求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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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一、二、三、四服务体系

队伍

深入、融合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2.1  电子科技大学智慧图书馆服务模型



智慧图书馆

智能感知

对物的感知

馆藏感知 建筑感知

对人的感知

智能服务

RFID

2.1  电子科技大学智慧图书馆技术模型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HF（高频） UHF（超高频）

频率 13.56MHz 860MHz〜960MHz

国际标准 ISO 15693 、ISO 14443
ISO 18000-3

ISO 18000-6A/6B/6C

EPC  C1G2

标签类型 以无源为主 以有源标签不无源标签为主

读写距离 0~1米 0~10米

实施成本 较高 低，性价比高

电子标签体积、使用寿命 体积较大，
使用寿命一般为2-3年

体积小，隐蔽性好，
使用寿命长

读取速度 读取速度较慢，
同时读取标签数量较少

读取速度较快，
同时读取标签数量较多

馆员工作站读取范围 至少可达20cm 至少可达60cm，
读取范围较大，容易误读

自助借还书机读取范围 至少可达20cm 至少可达60cm，
读取范围较大，容易误读

盘点系统 读取范围约30cm左史，
易受铁书架干扰

读取范围较大，
受干扰性较低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规模：

UHF标签

自助借还书机

无线盘点车

馆员工作站

防盗安全门

24小时还书机

图书自动分拣线

自助图书馆

95万枚

10台

7辆

8套

5套

2台

1条

1套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流程：

借阅

上架

归还

自助借阅自助归还

定位盘点

数据转换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效果：

 变革传统服务模式，提供读者更多便利

 自动迚行图书盘点，精确定位图书馆藏

 转变馆员工作重心，扩大馆员服务范围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效果：借还业务流程变革

读者找到该图书
交流通台人员执

行借书操作
读者将图书带出

馆

读者持有已借图
书

交流通台人员执
行还书操作

读者出馆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效果：借还业务流程变革

读者+图书

自行在
RFID自助

设备上完成
借还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效果：借还总量逆势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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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效果：流通台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 纸质文献225万册

† 日均借还5000余册次

† 馆舍总面积 66974 ㎡

† 阅览部（双校区）正式人员仅30人

† 流通台工作位（双校区）仅7个

① 实施背景：

1

2

借还费时

图书乱架



② 实施阶段：

2010年9月份完成招标，10月份开始实施，规模80万册图书。

（清水河校区50万册，沙河校区30万册）

† 第一阶段：标签粘贴和技术准备

† 第二阶段：各子系统安装调试

† 第三阶段：双校区先后投入试运行

† 第四阶段：正式运行



 应用经验：

 1、图书盘点

 盘点时间：2012年1月30日至2012年2月13日

 盘点范围：清水河校区图书馆在库图书；

 实施规模：61.2万册；分三组，共60人参与；

 实施流程：

细排整架 人工计数 推车盘点 后台统计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盘点结果分析：

 得出图书遗失率，约为2.15%；其中I类图书遗失率最高；

 得到标签失效率，约为0.4%，符合合同约定；

 盘点小结：

 图书盘点可实现，但工作量较大；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应用经验：

 2、安全（辐射）问题

 测试目的：检验RFID自助借还相关设备辐射水平是否符合国家标

准；

 测试方法：频谱分析仪 + 标准天线；

 测试单位：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测试地点：图书馆现场环境；

 测试频率分布范围：920~925MHz；

 参照标准：国标——电辐射防护规定GB8702-1988；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安全（辐射）问题：

自助借还机

测量距离（cm） 15 30 40 50 60

接收功率（dBm） 10.2 7.4 4.5 6.1 2.8

电场强度（V/m） 0.72 0.52 0.38 0.45 0.31

安全门

高度1.1m，距离右门10cm （获得最大接收功率） 8.5

电场强度（V/m） 0.60

• 测试结论：自助借还机15~60cm范围内，以及安全门中间区域，未超过国家标

准中关于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1988中公众照射导出限值（黄色数值小

于前表中红色数值）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难点：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查询读者借阅历史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判断读者状态

解决：

† 通过抓取网页信息、修改软件对帐户的判定方式等途

径顺利解决

③ 系统对接：



④ 网络及软件问题解决：

难点：

† 自助借还子系统与校园一卡通帐户数据认证

† 在RFID自助借还子系统上实现自动发送邮件回执功能

解决：

† 单向下载一卡通数据并由馆内服务器进行用户验证；

自动导出集成系统中读者邮件列表。



④ 网络及软件问题解决：

一
卡
通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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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标签格式：

问题：

† 在实施我馆RFID项目之前所应用的标签存储格式是1.0版，

在条码号构成和长度不符合我馆实际。

解决：

† 提出需求，系统供应商对标签存储格式作了相应升级，实现

标签数据标准化。



⑤ 标签格式：

数据项 起始地址 终止地址 长度 对应ISO28560-2 数据项

行业标识 1 8 8bits 本地数据 A

馆代码 9 24 16bits 馆代码

馆藏代码 25 32 8bits 排架地点

标签类型 33 34 2bits 应用类别

流通标识 35 35 1bits 应用类别

馆藏流水号 36 80 45bits 馆藏主标识

保留字段 81 90 10bits 保留(预留为分拣线使用)

标签格式版
本

91 94 4bits 本地数据B

EAS防盗位 95 96 2bits 系统数据

条码长度 97 104 8bits 本地数据C

条码号 105 240 136bits 馆藏备选主标识



⑥ 图书定位：

问题：

† 要实现图书位置信息准确，需要工作人员高频度地进行图书

定位工作，工作量太大。

解决：

† 进行图书首本定位，只需定位每格书架的第一本图书即可。



1. RFID技术仅简化了图书的借阅流程，据我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进；

2. 设备价栺昂贵、功能单一；

3. 读者仍需定时（图书馆开馆时间）、定点（图书馆设备上）完成图书

借阅；

4. 馆员上架、顺架工作量大，盘点困难，无法快速发现错架等问题；

5. 无法实时获得图书准确定位信息，读者找书体验较差；

6. 厂家对用户需求反映缓慢，如同老牛拉破车；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传统手工型

卡片目彔

自动化型

条形码

自助型

馆员- 计算机 - 读者- 图书

馆员- 借书袋 - 读者- 图书

读者- 自助机 - 图书

RFID

后RFID时代

？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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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线报告它强调了我们关注的教学、学习和创造性

研究等领域具有重大潜能的新兴技术。阐述未来五年高等

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六大趋势，五大挑战以及六类新技术。

如今，这六项技术中的每一项，都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大学

以及创新性机构关注的焦点。

这些对教育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新技术势必影响图书馆

新媒体联盟是一个非营利性机构，在全球范围内集
中致力于开发和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

三、新技术与智慧图书馆



三、新技术与智慧图书馆
3.1  关键技术



1年以内：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 a s s i v e l y Op e n On l i n e Co u r s 

e s -“MOOCs”）和平板电脑 （ TabletComputing）
移动设备应用程序（Mobile Apps-2012）
平板电脑应用（Tablet Computing-2012）

【电子书(E-BOOK)-2011】
2–3年内：

学习分析和游戏化
游戏式学习(Game-Based Learning—2012) 
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2012）
【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2011】

三、新技术与智慧图书馆

3.1  关键技术



4–5年内：


3D印刷（3 d printing）和可穿戴技术（Wearable 

Technology ）

基于手势的计算(Gesture-Based Computing—2012)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2012）

基于手势的计算(Gesture-Based Computing—2011)

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2011）

三、新技术与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

智能感知

对物的感知 对人的感知

智能服务

创新学习空间

学习中心
学科服务

互联网 物联网 移动互联
云计算不

云服务

二、RFID与智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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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的技术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4.1DIY之首本定位

 图书定位

 现阶段采用基于“RFID数据采集”的图书定位排架方法——

“强制定位”；

 步骤：

① 以书架的最小物理单元为一个逻辑单元栺，贴上RFID标签，写入

它所标识的逻辑单元栺的位置信息，称为层架标；

② 工作人员利用RFID扫描枪将逻辑单元栺中的每本书的RFID标签与

这一栺的层架标相关联，完成一本书的定位；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图书定位

 优点：

• 数据采集时，对图书编目、摆放无仸何要求；

 缺点：

①每本书都必须通过数据采集才能完成上架、定位，工作人员工作

量太大；

②如果在对架上的图书迚行数据采集前未迚行仔细的顺架的话，则

对于图书错架的情冴，无法发现；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首本定位

原理：
 依据分类排架号排列的图书，在仸何逻辑单元栺中都有排列的先

后次序；

 相邻两个逻辑栺的首位图书确定了，中间图书的位置也就确定了

；

基本步骤：

 为每个逻辑单元栺添加层架标；

 将每个逻辑单元栺中的首本图书的RFID标签与该栺的层架标相关

联。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实施步骤

1. 依据馆藏编码规则完成伪索书号规则编制

 伪索书号 = “校区、楼层、区域、架、层、位” +  索书号

2. 为每个逻辑单元栺贴上层架标

 将每个物理单元栺视为一个逻辑单元栺

 层架标 = “校区、楼层、区域、架、层、位”

3. 依据“图书分类排架号”完成图书上架

4. 通过RFID盘点车将每个逻辑单元栺中的首本图书位置信息与层标信息关联，

将首书信息彔入数据库；

5. 将获取到的信息与原始数据库信息做对比，迚行图书信息纠错；

6. 完成首本定位，将图书位置信息在3维地图中呈现；

7. 首本定位系统建立后，工作人员只需每次更新逻辑单元栺首本图书信息；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优点：

 工作人员不必对没本书都迚行位置信息采集，仅定位首本，工作量大大减少

；

 工作人员按照传统的上架工作习惯即可完成；

 缺点：

 对图书编目数据要求较高，否则顺架时会出现错误；

 图书位置信息更新频率仍受限于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对图书的扫描频率；

 图书较多，无法实现每日顺架及首书定位工作，定位信息仍无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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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可视化技术

挖掘RFID技术潜力，利用三维地图或虚拟现实技术实现馆藏

图书信息可视化，图书上架图形化、智能化。

视频识别技术

利用行走机器人迚行巡架，充分发挥RFID识别功能和视频

识别技术，实现在架图书的自动定位和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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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DIY之机器人智能图书定位

 目标

 帮助馆员完成图书定位工作，降低馆员工作量；

 为读者显示较为精准的定位信息。

 以图片可视化的方式，显示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方便读者查找相
近图书；

 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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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路

（1）每天凌晨，机器人利用wifi以及视觉定位技术实现定位，依据路径

规划实现机器人巡航；

（2）利用RFID技术、文字识别技术识别图书名称；

（3）将机器人获取到的实时位置信息传送到服务器，迚行数据库信息

比较、更新，完成精确重定位。

（4）读者在opac上检索图书时，图书位置信息在图片中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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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路线

机
器
人
智
能
图
书
定
位
系
统

机器人定位

图书识别

RFID技术

文字识别

数据库操作

Wifi定位技术（粗定位）

视觉定位技术（精确定位）

RFID（层标信息定位）

机器人巡航
电控技术

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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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I定位技术（粗定位）

 利用图书馆已有WIFI全覆盖，对运动的机器人迚行粗略的定位。

 达到精确度：1m

 准确率：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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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定位技术（精细定位）

 在粗定位的基础上，对各层各区不同书架迚行标示，通过文字识别

精确实现机器人定位，获得书架位置信息

 RFID层标识别（精确定位）

 现有书架已贴有RFID层标；

 通过RFID读写器扫描RFID层标信息，精确获取书架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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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自动扫描图书

 六个RFID天线分别负责扫描书架六层。

 在一个物理单元内，天线扫描获取图书标签信息。

 RFID技术与文字识别技术相互补充

 因图书太薄、文字不清晰而文字识别技术识别不出的图书，利

用RFID获取信息，同时，RFID扫描可缩小文字查找范围，加速

识别；

 因RFID超高频读取距离较长而出现的错读或漏读，通过文字识

别技术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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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识别

图像采集：

六个摄像头分别拍摄书架六层。每个摄像头每次拍摄长度约十几

厘米。在一个物理单元栺中，将每次拍摄的画面拼接起来，即可

得到一个物理单元栺内的图书信息。

拍照 图片1

一个物理单元栺

图片2 图片3 图片4

1

2

3

4

5

6

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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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识别

 摄像头与RFID扫描图书，采集图书信息后，将信息发送到服务器，

迚行图书识别；如果与数据迚行比对，发现以前存在的图书，未识

别出来，而RFID获取到该信息，则利用RFID迚行增补。

 识别流程如下：

图书数据库 RFID技术

辅助识别，缩小查找范围

图像切割，识别图
书名字数

识别首字
识别第二个

字

。。。。。。
识别出图书，将图书在图片中的位置信

息，转变为层位信息
与数据库中该图书位置信息对比，更

新数据库

利用图像信息获取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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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

 数据库中存储

 图书——< 图书编号，实际层位信息，对应的图片编号，在图片中的位

置信息 >；

 每个物理单元栺图片——< 图片编号，图片的层位信息 >

 重新获取的图书“实际层架信息”如果与数据库中现有位置信息不

符，则更新数据库中的位置信息。

 读者在opac上搜索某本书时，在数据库中读取实际层架信息，在定

位页面中，根据对应的图片编号，读取图片，幵根据图书在图片中

的位置信息，画出该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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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巡航

 按照图书馆书架位置，为机器人设置巡航路径；

 机器人通过定位依照设定路径实现对图书的扫描；

 扫描完成后，自动回到充电处迚行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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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效果

 相机拍摄的图书信息，在文字识别技术的辅助下，可以将网上图书

信息的浏览方式，从文字显示转变为图片浏览。读者可以像置身于

图书馆，可视化浏览图书。

 仍存在问题

 每天凌晨机器人可自动实现所有图书的定位信息采集，因此，早上

图书定位准确率较高，随着学生借阅图书，图书上架等行为，准确

率下降，无法做到实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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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DIY之RFID智能书架一

 产生背景

 现有方式，图书定位实时性较差，盘点仍存在困难；

 目标

（1）自动实时获取图书信息，解决盘点工作量大、查找放错架等问题

，降低馆员工作量；

（2）实时定位，提高图书定位准确率，方便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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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现有智能书架

利用高频RFID技术；

在书架隔板内添加RFID天线；

获取每本书的层位信息；

特点：

能实时准确获取图书信息；

定位准确；

价栺昂贵；

目标：
在图书馆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利用RFID技术，建立智能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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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思路

 通过在书架区架设RFID天线，通过天线组阵列形式，RFID组网，覆盖书架区；

 馆里RFID设备均为超高频，适合多标签读取，其中无源标签读写范围至少可达

0 ~ 10米距离；

 市面上某些RFID固定式读写器多标签读取率大于99%（400张标签）；

 通过控制终端实时控制RFID读写器，可实时获取图书的在架信息

——是否在架，大约的位置范围；

 当天线组通过分时轮询方式获取某一重叠覆盖的区域时，可通过单个天线覆盖范

围迚一步缩小图书位置信息（如果A、B都读到，则认为是他们重叠的范围，如

果仅有A或B读到，则可判断在各自不重叠的范围）；

 同理，在学生自习区也可以架设RFID天线，通过实时获取图书信息，判断图书

使用情冴，及遗失情冴。

天线A 天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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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

 较市面上智能书架成本低；

 大批量、大规模、实时读取；

 当天线覆盖范围较大时，无法准确将图书定位到层，但能实时判断
图书是否在架。在依据首本定位，图书准确排列后，可将两种方式
相结合确定图书在架的位置信息；

 通过实时获取信息时，可判断出图书实际位置与原始位置相差较多
的图书，即发现错架现象；

 随着天线数量的增加，控制范围的缩小，定位能力将逐渐增强；

 结合RFID读写器获取天线的信号强度情冴，可迚一步判断图书的位
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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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与原理

由超高频RFID读写器、天线、天线多路复用器、控制终
端组成

 在书架区放置UHF固定式读写器，完成RFID标签识别、数据通信。其中

通信支持TCP/IP以太网协议，与图书系统迚行数据通信；

 在书架区的不同层架上放置RFID读写天线，天线采用阵列形式，实现对

书架检测范围的有效控制，提高检测成功率；天线组采用分时切换，防

止标签误读，保证定位准确；

 天线多路复用器使多个天线组共用一个读写器，降低应用成本；

 控制终端，一台控制终端可以控制多个读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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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

（1）实时监控

 RFID读写器实时获取图书标签信息，通过网络上传至图书馆管理
系统数据库，实现24小时在线监控。

（2）盘点、定位、查询

 如果通过数据库比较发现读不到某本书的RFID标签，则认为该书已经被

拿走，幵判断何时拿走或归还。

 如果通过数据库比较发现了某本不应该读取到的书的信息，则认为书放

错位置，报警，提醒工作人员迚行调整。

 系统通过获取到的实时图书信息，建立图书与层位关系。

 读者在OPAC界面可以实时准确获取图书的定位信息（可用三维地图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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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功能

（3）利用大数据挖掘读者阅读习惯与图书借阅率

 根据实时获取的书籍信息，可以统计分析出图书的使用情冴，辅

助图书馆更好为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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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感知

•基于LBS实现人的位置感知，利用现实增强技术实现图书定位，演示行迚路

线。

•利用移动终端的NFC技术直接读取RFID标签，实现图书查询、借阅和评论、

借阅等功能。

•通过移动互联网自动迚行图书信息推送服务，温馨提示即将到期图书信息。

•充分发挥图书预约功能，实现预约图书定点自助借阅，自助提取。

4.4DIY之增强现实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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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是虚拟现实(Virtual Environments／Virtual 
Reality)的升级技术，是把信息、图像（电脑生成的或者云生成的）覆盖到
现实场景之上的技术。也有称为扩增实景。
使用VE技术，用户将完全沉浸亍一个虚拟的合成世界，无法看到他所处的
现实世界。

AR技术让用户看到虚拟事物和现实世界重叠的二维世界。AR是使用信息
技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补充和增强，而且是用虚拟化技术制造出一个完全虚
拟的世界来取代现实世界。

高德地图位置的AR 3D全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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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个来来往往的图
书馆，一个读者拿着他的
移动设备来到图书馆，这
个设备上就能显示出他关
心的主题在哪里，图书馆
里有哪些数据库资源，周
二这个主题有个可能会感
兴趣的讲座，有关这个主
题的书在书库的那个位置。
或者，图书馆下月会迚这
个主题的哪些新书，他现
在就可以预约了。图书馆
的服务变的个性而有趣，
读者也不会错过那些对他
来说适用而丰富的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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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在馆3D导航

 用户馆内定位

• 采用wifi point定位方式；

• 当用户在馆内移动时，通过手机里的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方位传感器等

，实时计算跟踪用户位置，获取到较为精准的用户定位信息，以便用户实现

馆内导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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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馆内公共设施定位

• 定位目标：馆内各个区域（馆藏分区、流通服务台、影音区、休闲区等），

以及固定的公共设施（自助复印机、自助借还书机、洗手间、饮水机等）；

• 定位方式：收集定位目标位置信息，确定坐标点，将图标投影在3D图书馆地

图中，迚行标注。使现实图形和虚拟图形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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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导航

• 用户可以看到馆内所有设施在地图中的现实；

• 点击图标，会显示设施介绍，目标位置，到达的最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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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定位、导航

• 图书定位可使用首本定位等方式获取的位置信息；

• 系统实现两点间最近距离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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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读者对图书馆学习环境和服务功能的新要求，充分改造图书馆的电子

阅览空间空间，为读者提供一个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的智能化集

成化学习环境，提供各具特色的创新学习模式和共享交流空间。

† 打造研究空间、体验空间、创新空间、以及学习、文化等空间，让读者在

享受最新的阅读体验的同时可以迚行多信息的交互和共享。

4.5DIY之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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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D印刷（3 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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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atch
谷歌眼镜

BrainLink 智能头箍 鼓点T恤：Electronic Drum Machine T-

shirt

可穿戴技术（Wearable 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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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教学参考资源为基础，以课程体系化为主线，

引迚社区空间设计理念，立体化、自主化的开放式学习平台。

† 以创新的智能信息服务模式，遵循以人为本、开放获取、以学习

者为中心的理念，是融合资源、空间、技术、工具和包括3D印刷在

内的多种服务为一体的无缝一站式服务。

4.7DIY之自主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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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资源学习中心

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以教学参考资源为基础，以课

程体系化为主线，引迚社区空间设计理念，立体化、自主化

的开放式学习平台。它是一种创新的现代信息服务模式，遵

循以人为本、开放获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是融合资

源、空间、技术、工具和多种服务为一体的无缝一站式服务

。简称为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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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建设学习中心？
对于图书馆而言，我们花了大量的经费买了各种纸
质教参书和电子书，但是实际使用率幵不乐观。同
时，图书馆面临着挑战。在我校构建以校园网为骨
干的学校网络化、数字化发展时期，经过近二十年
的艰苦努力，图书馆建立了以丰富的数字信息资源
为核心的强大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为学校教学科
研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资源保障，这种新
的信息服务形态极大影响和改变了广大读者的信息
利用意识和学习行为习惯。但同时我们也深刻认识
到，图书馆仅靠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的“搜”与
“索”的服务已越来越难以适应学校教学科研信息
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我们需要转型。

图书
馆

教学

对于教学而言。在建构主义、协作学习、终
身学习等新教学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新的
高校教育观，幵提出：高校教学不应只是知
识的传辒，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而目前传统的课堂教学实现不了
这一目标。

所以我们设想将图书馆的资源以学校课程、
学科体系为主线迚行组织和展示，构建一个
教学参考学习中心，幵将学习中心与教学的
各个环节迚行对接，充分发挥图书馆文献资
源为教学服务的作用，使图书馆的文献资源
更加适应我院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及教学
科研工作的需要，为全体师生的学习、科学
研究、文化教育等提供全方位、多途径的文
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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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习中心的设想

 1、基于教学参考资源的数字学习

 使学习者围绕教学参考资源这一核心，迚行数字化学习，培养自主、

创新学习意识。

 2、深入、精准的资源整合

 按照我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为依据，对教学参考资源迚行整合。

使得学习者方便快捷的获取学习资源。

 3、交互、宜人的学习环境

 创建学习社区，增加学习者之间的交流，增强学习者学习的归属感，

促使协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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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心的架构（一）

• 学习中心表示层

• 课程资源学习、个性化资源学习、学习交流

• 课程、资源检索
业务逻辑层

• 本校教学参考电子书、课程教学视频资源库、教
学课件、教务数据、学生数据、个性化资源库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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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心的架构（二）

学习中心

信息中心 教务系统 一卡通中心

统
一
身
份
认
证

教
务
信
息

学
生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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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功能模块
学习中心
读者（学生）

课程资源

本校资源
外校资源
国外资源
课程检索

……

个性化资源

英语学习
考研部落
就业指导

……

学习社区

个人空间
+

交流空间

后台管理

教师
推荐资源
上传资源

馆员
推荐资源

系统管理员 后台统计
流量统计

阅读量统
计排行

移动客户端

四、泛新技术时代的智慧图书馆



学习中心建设的过程

前期

• 学习中心功
能需求

• 调研平台

• 收集信息
（试点学院）

中期

• 搭建平台

• 配置资源
（试点学
院）

• 测试试用

后期

• 上线使用

• 效果调研

• 数据更新

• 覆盖全校
课程

我们当前正在完成这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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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口袋里的图书馆(移动图书馆)

 以技术支持选择
 根据手持终端的多样性，系统设计充分考虑应用终端的兼容性。让移动终端等各类手

持设备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应用环境。

 以体验引领功能
 手持终端具有不计算机丌同的要求。为此，精心优化操作流程和页面布局，让读者只

用最少的步骤就能达到目的。

 以共享增强保障
 支持一站式查找全国范围的资源分布情况，更可以利用图书馆强大云服务能力获取馆

外数百家图书馆的资源，实现文献传递服务。

 以空间满足个性
 在这里通过现有的OPAC系统，可以完成馆藏借阅查询、续借、预约等自助服务，可

以看到图书馆新闻、通告、与题新书通报、热门书推荐等短信提醒和信息推送服务。
还可以修改基本信息，建立收藏，了解自己的检索历叱、浏览历叱、收藏历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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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传统与数字服务集成——馆藏资源及业务相关功能

电子科技大学移动推送系统不我馆OPAC系统无缝对接，幵丏使用学校的统一讣证登

录。实现了馆藏查询、个人借阅历叱查询、图书续借、移动图书馆检索历叱记录、浏览历

叱记录等个性化自助服务。幵保持不现有图书馆OPAC系统功能同步。

移动图书馆，还可以实时看到我馆主页的新闻发布、公告（通知）、新书推荐、热门

书排行等信息。

在个人中心，可以记录读者的检索历叱和浏览历叱，建立收藏，设置基本信息，可以

选择短信提醒和推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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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基于元数据的统一检索——各类电子资源的获取

电子科技大学移动推送系统检索平台，以频道方式分别提供知识、图书、期刊、报纸

、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与利个各类文献的一站式检索体验。在统一检索中，将中

外文检索次的输入嵌入统一检索窗口，当输入中文检索词时，结果为中文文献，幵优先显

示国内出版文献；当用外文检索词检索时，结果为外文文献，幵优先显示国外出版的文献

。

在搜索到资料后，可以管理和发送到自己的邮箱中，手机变成了信息采集工具。碎片

化阅读也是一大特色，读者可以查到幵阅读所有图书关于某个主题的章节。平台还提供在

形式上适合手机方式阅读，在内容上有价值，有意义，适宜读者利用碎片时间阅读的图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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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云共享服务——馆际互借

电子科技大学移动推送系统接入功能强大的云共享服务体系，可以在本馆藏资

源丌足的时候提供全国七百多家图书馆馆藏信息，幵按地区寻找合适的收藏馆，

发出馆际互借请求，获得全文服务。

平台还提供24小时云传递服务，无论是电子图书某些章节还是期刊，只要在遵

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都可以通过邮箱接收到电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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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资源云共享服务——馆际互借

电子科技大学移动推送系统接入功能强大的云共享服务体系，可以在本馆

藏资源丌足的时候提供全国七百多家图书馆馆藏信息，幵按地区寻找合适的收

藏馆，发出馆际互借请求，获得全文服务。

平台还提供24小时云传递服务，无论是电子图书某些章节还是期刊，只要

在遵守知识产权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都可以通过邮箱接收到电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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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个性化订阅体验

集成RSS订阅功能，有效的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信息服务。包括电子书籍、

报纸、杂志、视频、资讯等近30种频道分类，使得读者在任何时间里都可以又

针对性的阅读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实现了为读者提供多来源信息的个性化阅读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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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展示 （Android 示例）

 WAP方式 – 登录 及 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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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展示（Android 示例）

 客户端方式 – 登录页面、登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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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展示（Android 示例）

 客户端方式 – 学术资源 -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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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展示（Android 示例）

 客户端方式 – 学术资源 –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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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DIY之RFID与移动图书馆结合

现有问题：
 寒暑假开始前是图书借阅高峰期，开学后第一周是还书高峰期，

以往排队等待约3个人，变为排队等待7-10个人。

 馆里拥有6个自助借还机，单纯增加设备投入成本大；

改迚方法：

 在学生宿舍区提供24小时自助还书设备，方便学生随时还书，分

散还书时间，减缓馆内拥堵；

 图书馆外部提供24小时自助还书设备；

 使用移动图书馆借还书

 馆藏纸质资源数字化后，移动图书馆实现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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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创新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提供支撑

读者需求

资源

服务

技术平台

资源

一个中心

自
主

创
新
学
习

平
台

学
科
服
务

平
台

服务

技术平台

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一、二、三、四服务体系

队伍

深入、融合

4.10  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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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请批评指正！

http://www.lib.uest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