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puter System Network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2019,1(2)

ISSN:2661-3719 (Print); 2661-3727 (Online)

110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Library based on big data

Wenyan HU Zhengde BAO Yawen TANG
School of Computer and Software, Jincheng Colleg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1

Abstract
The mass of data in today's mobile network is disorganized before the data analysis, and the existence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s to 

process and store these data. Because the library has many sources and large quantities of data, the problem that the intelligent library 

must deal with urgently is how to process the virtual data and the real data, where to store the data, and how to establish a high 

efficiency. A safe and stable data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big data's basic technology of data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s the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of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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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移动网海量的数据在没经过数据分析之前是杂乱无章的，大数据技术的存在则是为了处理和存储这

些数据。图书馆因其数据来源途径多、数量大，设智慧图书馆所刻不容缓需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如何对这些虚拟数

据及现实数据进行处理，将数据存放在何处，建立一个高效、安全且能够平稳运行的数据资源管理系统。本文基

于大数据的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基础技术之上，简要分析了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智能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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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2012年是与众不同的一年。作为大数据信息与技术开

始指数型爆发式增长的元年，短短数年间，大数据就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火遍国内外各行各业，从商圈到工业技术

层再到政界，各个阶层无一例外的接受了大数据科学技术

的洗礼。从人文思想的改变到技术的进步，大数据已经融

入了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尤其是在高校之中，传统的信息

科学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分析处理，因此使

用大数据科学技术来建立图书馆管理管理信息系统是十分

必要的。

2.大数据科学的发展

数据科学最初是与统计学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数据

科学在最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数据收集、数据建

模与分析，以及决策制定。数据科学通常人们可以理解

为数据分析预测和数据挖掘。[1]IBM公司的 SPSS软件

就是学习数据科学时运用最多的的软件。在大数据的驱

动下，图书馆的智慧化建设也将进行一个从内而外的革

新，以便以更好的智能模式服务于大众。

2.1大数据至商业智能的发展演变

大数据的产生同云计算，都是被移动互联网、物联

网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所催生[2]。同时在大数据爆

炸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数据存储的需求使得数据库出现，

由此以后数据发展步入稳定状态，数据也经由逐步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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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及清晰，从最开始的数据，到了信息、知识、智慧，

形成当今的智能模式，分成阶段来说，可以说是从

RDBMS 到 Hadoop，再到 NewSQL。同时在商业智能

的实际应用中，它们并不是独立的存在，他们往往是相

互交融并行的。

2.2大数据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与运用

众所周知，大数据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数据的存储，

而是将有意义的数据，也可称之为信息，进行系统的、

专业的“加工”处理，使原本冗余复杂的海量数据“活”起

来，实现自身价值的增值。

自 21世纪提出大数据的概念后，发展至今，国内最值

得一提的就是各行业的“互联网+”以及落实到实际生活

中的“智慧+”项目了。大量的数据流就如同早高峰的车

流，如何正确的引流和规划路线，是对于大数据的准确

运用的关键所在。互联网与各行各业的结合，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智慧图书馆更是大数据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

碑式成果。

3.大数据技术使得图书馆从传统图书馆转变到智

慧图书馆

以身边最为贴近的图书馆为例，传统的图书馆在当

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高速发

展的时代已经可以说是十分落后了，新型图书馆服务与

管理模式的出现是大势所需。智慧图书馆是当今图书馆

发展的终极目标，它以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以及最

为重要的智能化技术为基础进行定义发展[3]。怎样运用

云计算平台和技术对图书馆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将现

实中的图书馆搬上云端，使得读者在智能设备上完成图

书馆的信息搜索与查询，获得优质的服务，是如今所迫

切需要做的事。

3.1智慧图书馆在云计算层面的分析

云计算这个新技术的运用，为图书馆的智慧化过程

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撑，它将数据、信息和智慧上升

到了智能这个层面。对于图书馆的海量数据来说，可以

大致分为内部数据和开放数据。这个时候就可以将图书

馆中的内部数据及备份数据以私有云的形式存储在云

平台上；相对应的，那些开放型的数据资源就可以以公

有云的形式进行存储。公有云和私有云这两者相结合的

存储方式能够很大程度上的提高图书馆的数据资源管

理的流通速度和灵活性。同时云计算的安全性特性也是

为不同身份的用户提供了一个加密的保障。

3.2智慧图书馆与大数据

爆炸式的数据量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智慧图

书馆也就应运而生。建立智慧图书馆，第一步是要能够

知道在这大量的图书馆数据资源中，哪些是读者需要的

信息，即需要进行一个系统的需求分析。知道了具体需

求，才能够明确目标，从海量的、模糊的、有噪声的繁

杂数据中清洗出有效信息。

基于云计算平台的大数据挖掘技术也能够为图书馆带

来很大的好处，比如说灵活的时间和空间弹性、强大的

大批量数据处理能力以及较低的硬件成本等。大数据资

源清洗、挖掘与管理是优化图书馆业务流程的重要步

骤，也是提高图书馆数据处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为智慧

图书馆系统建设提供了战略指导。

4.智慧图书馆的智慧化体现

智慧化图书馆的发展顺应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精神

层面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全球绝大

多数的图书馆都在经历着从纸质与电子版的碰撞摩擦

到互联高效的智能化过程，其中以下几个方面的智能化

最能体现出智能图书馆的精髓所在。

4.1大数据智能化

需求分析是一切技术实施的根本，以大数据信息技

术为基础的智慧图书馆正结合着图书馆、图书馆管理

员、读者等多方面对于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进行重塑。

随着大数据技术处理的发展，图书馆的网络虚拟信息与

物理层面进行融合，图书馆人机也进行了深度的交互，

整体步入了全新的模式。智慧图书馆于智慧化技术，对

于数据的整合、不同技术的融合、时间空间的服务力，

也是取得了日新月异的进步。当然，这个进步也还只是

智慧化进程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4.1.1流量统计

同一时段图书馆的读者出入馆统计、同一时段的借、还

书统计。从而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读者的流量控制[4]。

4.1.2容量统计

图书馆当日最高、最低馆内人员容量统计。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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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图书馆人流量即将达到饱和时对将要入馆的人

数进行预防控制措施；另一方面在图书馆人员容量达到

极小值时进行架外书籍的入架、架上书籍的整理统计以

及馆内设施的清洁维护等。

4.1.3大数据的深度运用

可以将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可视化技术、

物联网技术等进行融合运用。以第一点中的流量数据为

例，大数据技术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入馆、出馆时

对读者信息进行处理，例如该读者上次入馆有违规操

作，这条信息会使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处理，下次入馆时

将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阻止入馆。通过大数据统计出馆

内人员容量及分布情况，在运用可视化技术直观的通过

热点图等方式进行表示，可以非常有效的保障图书馆的

平稳运行。

4.2移动客户端智能化

随着近年来微信公众号、手机 APP的广泛使用，

图书馆智能化也不再仅仅局限于 PC端了。关于图书馆

智能化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的可行性来说，软件方面是基

于数据库、SPSS等软件实现。经济可行性方面来说，

虽然一开始的智能化实施所需要的成本较高，但是后期

取得的效益回报是巨大的。社会可行性就更不必说了，

智慧化系统铺设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需，也是当今社会

高技术人才所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以已推行出的图书馆

智能化 APP使用的高校图书馆为例，结合管理信息系

统相关知识分析，图书馆智能化管理系统主要实现了以

下几个功能：

4.2.1座位预约功能

在入馆前对图书馆座位进行查询、选座修改或次日

预约。[5]座位预约的同时也包括了入座时间和离座时间

的选择。这一功能的实现能够从根源上对于图书馆人流

进行控制，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图书馆占座的问题。

4.2.2签到功能

这个功能的实现为人员入馆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区别于传统的刷卡入馆，APP签到具有强大的灵活性，

也解决了没有卡无法入馆的问题。

4.2.3临时离座功能

当馆内读者需要短时间内离开座位，如小憩、就餐

时，为了避免占座及临时离开座位被清理等问题，临时

离座功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撑。

4.2.4释坐功能

该功能可以分为两方面实现，一方面是到点系统自

动释坐，另一个就是手动释坐。当预约座位时间结束时，

若没有进行操作，系统就会自动释坐[6]；当未到预约时

间却离开时，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和非自愿占座，就可以

手动在 APP上进行释坐。

5.对图书馆数据的挖掘

研究图书馆数据之间的潜在联系，对图书馆的书目

利用率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关联分析大致来说包括数

据准备、数据预处理、关联规则的深入挖掘、关联分析

的具体规则、关联分析结果的深度分析以及提出专业性

的建议。[7]

5.1准备图书馆数据

为了更直观的展示大数据技术在图书馆智慧化过

程中的运用，使用了 SPSS Modeler 软件对图书馆数据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关联规则的挖掘。图 1为初始数据。

图 1 图书馆初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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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将数据进行预处理，并筛选出有效数据进行查看，

如图 2、图 3所示，分别为清洗过的图书馆数据的数据

视图和变量视图。

图 2 数据视图

图 3 变量视图

5.3数据的关联分析操作

这里通过 SPSS Modeler软件来使用Apriori算法进

行关联规则的数据分析与挖掘[8]。这里拿读者 ID 与借

书类型（A~Z）之间做一个简单的关联分析，分析某学

生借书种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数据之间已存在的

关联之上为该学生推荐其他种类的书目。

首先将已清洗过的数据导入Modeler，然后进行挖

掘处理，具体流程如图 4所示。

最终选择数据可以通过输出一个表（图 5）来

进行查看。因数据量过大，在此只对一小部分的读

者借书类型进行分析，再转当中可以输出一个网络

图（图 6）进行查看。最终得到的关联规则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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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关联分析下 Apriori算法具体流程

图 5 最终数据表

5.4 对数据挖掘结果进行分析

由图 6可以清晰的看到，在其中有很多粗细不一的线。

线越粗，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关系就越强。所以我们可

以从右边的汇总数据中看出，A 类书籍和 B 类书籍直

接的联系最强，这意味着在图书馆中，借了 A 类书籍

的读者往往会借 B 类书籍的可能性最大，后面的数据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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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网络图

由图 7的数据我们也可以很清晰的得出一些结论。以规

则 ID1为例，当前项为 I和 N时，后项为 A，用语言来

解释就是当读者借阅了 I类书籍和 N类书籍时，他有很

大的可能性会借阅 A 类书籍，图中其他关联性数据同

理。

图 7 借书类型之间的关联关系

该数据挖掘反映出来的关联性为图书馆及读者带

来了很大的好处。当读者借阅某种类型的书籍时，图书

馆，或者说是智能化后的图书馆 APP等就可以为该读

者推荐与他借阅的书籍具有相关关联性的书籍，实现更

加个性化的服务。

6.结束语

“智慧社会”是当今社会创新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目

标之一。在以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基石的基础

之上，智慧型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智慧图书馆作为

智慧国家、智慧城市、智慧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紧跟

步伐快速发展，形成且完善自己的管理系统平台。在不

断探索完善的过程之中，还有很多的难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

参考文献



Computer System Network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计算机系统网络和电信，2019,1(2)

ISSN:2661-3719 (Print); 2661-3727 (Online)

116

[1]侯晓凌. 浅谈数据挖掘[J]. 科学之友：中,

2009(4):140-141.

[2]刘伟. 新兴 IT技术背景下的信息管理与系统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改革研究[J].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2016(3):65-67.

[3] 黄凯悦. 我国智慧图书馆的构建研究[D]. 2015.

[4] 张红权. 试论门禁系统在高校图书馆安防系统中的

作用[J]. 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 2013(3).

[5]张君一. 图书馆座位精细化管理系统[J]. 华人时刊

旬刊, 2013(8).

[6]胡华辉. 论屋面钢结构焊接变形控制措施[J]. 商品

与质量, 2017(29).

[7]黄超. 基于数据挖掘的移动图书馆研究与实现[D].

[8]高洁. 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高校信息采集分析系统

设计开发[D]. 电子科技大学.

作者简介

第一作者：胡文彦（1998-），女，汉，安徽省合肥市，

本科，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研究方向：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大数据应用与商业智能。

第二作者（通讯作者）：鲍正德（1989-），男，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研究生，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研究

方向：电子商务。

第三作者：唐娅雯（1999-），女，汉，四川省资阳市，

本科，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研究方向：信息管理、J2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