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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中区块链技术的运用 
曹  军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区块链是一门由多学科、多领域结合而成的先进信息技术，其具备去中心化、开放性、难以篡改、匿名性

和安全性等显著特征，同时以公开加密算法、分布式区块链结构、技术共识机制、智能合约等核心技术为主。将区块

链技术与高校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相结合，能够为其数据系统与分布式储存系统提供有力保障。基于此，本文将主要针

对如何在高校图书馆当中有效应用区块链技术展开相关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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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和建设

后，已经形成了与其自身发展理念相适应的数字化图书

馆体系，高校图书馆在建设数字图书馆的过程中，一直

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与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也在国

内高校图书馆界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尽管目前国内的高

校图书馆还处在区块链应用的探索阶段，但是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图书馆能够加强图书馆、用户和信息资源之间

的联系，提高图书馆和用户的自主程度。 

1 区块链特性 

区块链有五大特征[1]。一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这是

区块链技术最本质的特性。区块链应用除了最初的开发，

整个应用系统的运行不需要第三方管理机构或硬件设

施，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买卖”可以由交易双方点

对点完成。二是开放性。区块链技术基础是开源的，除

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

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查询区块链数据

和开发相关应用，因此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三是难

以篡改性。区块链中的交易信息可以被创建、读写，而

无法修改和删除，同时新的交易信息会被记录到区块链

的每个节点上，区块链中的节点越多，信息被篡改的可

能性就越低。四是区块链的匿名性。区块链中公开的信

息不能把账户和现实世界的个人关联起来，维护了真实

世界中用户在区块链中的匿名性。五是区块链的安全性。

理论上只有操控超过全网 50%的节点才能修改网络数

据，但这需要付出巨大的算力代价，系统内参与的节点

越多，企图篡改数据付出的算力代价越大，数据的安全

性越高。 

2 区块链的核心技术 

区块链核心技术包括四个部分。一是公开加密算法。

在区块链中，采用了基于加密算法的椭圆曲线算法，

SHA-256 哈希算法，对称加密算法，默克尔树算法等，

保护了区块链中数据的安全。二是分布式区块链结构。

区块链是一种以区块为单位的链式资料结构，将资料分

为若干个区块，区块会依时间次序产生纪录所有在区块

建立过程中的价值行为。所有的方块都记录了时间和日

期，并且与之前的区块相连接，显示了完整的数据。区

块链是一种分布式的会计核算体系，其内部的数据存储、

交易验证、信息传输等都是以分布式的形式进行的。三

是共识机制。在分布式记账、存储和传播等场景下，协

商一致是解决分布式记账、存储和传播等问题的关键。

通过对帐目进行筛选，并将其固化，从而形成一个无法

改变的机制。其中，工作量证明、权益证明、股权授权

证明是区块链共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一个预先设定且不可篡改的计算机协议，它

没有中间商，会自我验证和自动执行合约条款。智能合

约能够将不同的资料和资产嵌入到安全有效的交易、价

值转移、资产管理等领域。在分布式系统中，各结点通

过智能合约协同工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3 区块链技术背景下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应用探索 

3.1 区块链与高校图书馆自助借还服务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既是图书的集散地，又是学生的

“中转站”，目前，即使图书馆引进了 RFID 无线 RFID

技术，但目前的 RFID 自助借还服务仍未能将其从图书借

阅的"中转站"中剥离出来。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图书馆自

2012 年引入 RFID 后，图书馆的传统借阅服务仍然是以

图书馆为核心，而读者要完成一次全自助借阅，必须把

借出的图书归还给图书馆，否则就不能将借阅的权利直

接交给下一个人。在这种借还方式下，馆员在借还工作

中看似可以摆脱以往的“扫码”等工作，但是，在所谓

的"中转站"，如读者自助操作流程、图书归还状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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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催还等"中心工作"方面，却无法让馆员得到解脱。另

外，在自助服务模式下，系统管理员仍能对图书的借阅

状况和借阅行为进行系统性的干预，而无需读者的监督。

从读者借阅权的角度来看，RFID 技术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并不能准确地按照借阅权的先后次序对读者的借阅权利

进行分类，以达到对借阅权的优先权，这主要是由于馆

员的人为干预。 

如果将区块链技术理念和技术标准应用于高校图书

馆借还业务，将会对高校图书馆的借还服务模式产生革

命性的变革，可以将图书借阅拓展到馆舍空间之外，从

而使读者的借还体验得到空前的变革[2]。在区块链技术的

背景下，图书馆在图书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

削弱，而这种削弱则增强了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互联

网“开放、自由、共享”的精神在图书馆产业中的真实

体现。同时，读者借阅权的转让，已不需要通过图书馆

作为“中转站”，能够实现读者与读者的平等交流，在“时

间截”以内，读者可以追溯、跟踪馆藏图书，从而获得

相当全面的信息回馈。 

3.2 区块链与高校图书馆“图书漂流”服务 

“书巢”是以开放、自由、共享为核心的互联网精

神和“去中心化”发展理念相结合的产物，书巢图书馆

的图书全部由会员捐献，同时存放于会员处，任何时候

都可以免费借阅，可以与别人共享阅读闲书，也可以向

别人借书。在书巢，不需要房租，不需要保证金，不需

要邮递，不需要借书证，不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借书。

与“书巢”类似的还有“图书漂流岛”。“图书漂流岛”

将学校和老师的未使用的私人图书通过自愿、无偿捐赠

的形式收集起来，并由志愿人员对收集到的图书进行简

单的归类，然后将处理后的图书放在读者最容易找到的

位置上架，为所有的师生提供“图书漂流”。目前的“图

书漂流”，更能充分体现读者自主管理、自由借阅的感受，

这也使得“图书漂流”的流程与效率不能得到有效的监

控。 

从图书漂流资源的构建方面，利用区块链“时间截”

技术，可以对所有参与漂流的书籍进行追溯。同时利用

“智能合约”技术，建立以科技为基础的新的互信关系，

在读者的监督和约束下，一定会极大地提高漂流的品质

和速度。所以，“图书漂流”虽然脱离了传统的图书馆借

阅方式，但它仍然可以保证用户在漂流过程中获得资源

的权利，从而实现了对图书开放、自由、共享和平等的

利用。可以说，高校图书馆“去中心化”的“图书漂流”，

正是对传统图书馆的一种扬弃和一种全新的管理和服务

方式。 

3.3 图书馆资源共享系统构建的应用 

信息化建设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图书馆建设的一个新

趋势，建立信息化的管理平台势在必行。传统的图书馆

信息管理系统，无论是 APP，微信公众号、B/S 的信息管

理系统，都是中心化的，即它们的信息存储和服务提供

都由一个中心机构控制。中心化信息系统在数据存储方

面面临数据易丢失、信息易泄露、易受供应商服务限制、

存储空间扩展费用高等问题。各大学城的众多学校可以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图书馆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方案，

在充分利用各高校图书馆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将各高

校作为节点纳入区块链，建立一种基于智能契约的协议，

实现了各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共享，打破图书规模和

校区的限制。同时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模式可以防止因

传统的中心化数据库瘫痪而导致的信息丢失，实现永久

存储，保障图书数据存储安全。 

结语： 

高校的智慧图书馆建设离不开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区块链以其显著

的特性或可推动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更上一个台阶。但，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在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研究上还处

于初级阶段，各高校还需要组织有关人员加强学习区块

链技术的最新技术，研究区块链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

方面的运用。各高校还应建立相应的支持机制，使之有

系统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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