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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软件的过程中产生了比较多的数据，这些数据没有得到使
用局限了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图书管理的日常工作依然是图
书的录入和书籍的查询工作，软件中存储的海量数据没有得到
有效的应用，对数据之间存在的关联也没有深入的认知，造成
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停滞不前。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图书馆管
理系统的数据进行整理，能够使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数据得到有
效应用，这是高校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应用数据挖掘
技术能够使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工作更加轻松，为学生提供更加
强大的技术支持，使图书的借阅更加便捷，极大地提高了图书
馆的管理水平，图书资源的应用也能够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 [2]。

2、数据挖掘技术的功能特点及应用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在数据当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可
以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从而可以
使决策更加具有科学性，这种基于知识的决策是数据挖掘的主
要应用价值。

对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自动预测趋势，从而可以根据趋
势判断出行为。数据库当中存储的数据比较庞大，没有直接应
用的价值，在数据库中建立数学模型，可以在庞大的数据库中
分析发展变化的趋势，从而可以有效地预测出数据的未来发展
趋势，使决策变得更加有效。但是这种预测属于一种概率预测，
不具有决定性，所以不能直接用于价值判断。要想使预测的结
果足够准确，就应该对数据的内容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使数据
的发展确实得到更加详细的论证，全面的验证结果的准确性 [3]。

数据库中的内容虽然比较庞大，但是庞大的数据当中依然
有一定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关联性做出分析，能够使数据的
变量得到更准确地掌握。应用关联数据进行分析，产生的结果
具有更加可信的基础，主要由于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在关联函数，
对这些函数进行分析能够产生关联效果，但是由于这种关联函
数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种关联性也不能确定，甚至某些关联
函数无法通过总结得出。

数据库的内容整理过程中，可以将相似的函数进行汇聚整
理，并且可以通过分类将同类的数据进行聚合，达到相似数据
处于同一类别的管理目的，彼此不同的数据类型在不同的分类
当中，能够使数据库的管理更加快速，对数据的分布方式进行
确定，有利于建立宏观管理的观念。应用分类管理，可以使数
据的分布模式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来，进而可以对数据之间可能
存在的关系进行分析。

应用分类的方法首先应该确定类别的概念，对不同类别的
内容进行特点归纳，应用这种特点描述达到不同类别展现出一
定的规则，可以有效的概括不同对象的特征，这样构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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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管理过程发现了比较多的冗杂信息，这些信息
影响读者访问，并且对信息分析产生了不利影响，数据库检索
内容也存在着不精确的情况。很多高校虽然已经建设了数字图
书馆，但是数字图书馆没有得到充分地利用，主要由于图书馆
对数据资源的开发应用是有限的，对海量数据没有有效的应用
能力。所以应用数据挖掘的方式能够对图书馆数据库中的数据
进行分析，从而可以对信息数据的应用进行分类，从而可以更
加高效的应用海量数据。

1、数据挖掘在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管理中应用的意义

图书馆主要用于收藏各类图书、期刊和杂质等书籍资料，
在电子化程度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图书馆也需要发展电子化存
储的方法，适应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从而能够为读
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服务，使读者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知识。传
统的图书馆商家排放都是按照中图法进行分类，这种排列方式
比较普遍，所以读者也能够熟练地按照书籍排列的方法查找图
书。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这种传
统的图书查找方法已经落后，按照分类进行图书查找需要比较
长的时间，对现代读者来说已经成为了负担，需要付出的时间
成本比较多。虽然有些高校图书馆为了满足学生查找图书的需要，
改变了图书的分类方法，使不同种类的图书排列更加紧凑，这
提高了图书馆中查找图书的效率，但是其改善效果还是有限的。
高校图书馆藏书众多，在这庞大的书库中查找特定的图书种类
有一定的困难，而查找有价值的资料也成为一项挑战，图书管
理员为了方便学生更快地查阅书籍已经应用了很多方法，包括
改变书架中书籍排列的顺序，按照书目对书籍进行分类。这些
分类方式需要图书管理员能够对不同书籍的关联程度有足够的
认识，从而可以把书目按照人性化的方式排列，从而可以提高
图书查阅速度。

图书馆管理软件的应用能够使图书的流通和查询效率大大
增加，图书馆管理员可以进行自动化和数据化的管理，图书馆
管理软件经过多年的运行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了
图书借还记录、图书的检索记录以及图书馆的书目记录等，这
些记录既包括了图书馆与不同学生之间的借还记录，同时也包
括了相应的图书名称，这些数据能够充分地反映出学生借书的
倾向性，可以为图书馆的图书添置提供相应的参考。对图书馆
的借阅数据进行深度挖掘，能够分析出学生的阅读特点，以及
不同类型图书的阅读时间等信息，从而可以为学生进行个性化
的推荐图书，图书馆还可以对借阅比较频繁的书籍增加储备量，
使高校学生的借阅需求得到满足，提高高校图书的应用效率 [1]。

图书馆管理软件的应用虽然提高了图书管理效率，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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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可操作性更强。应用分类描述方法需要对算法训练数据的
分析得到，所以这种分类主要用于对不同算法规则的描述。

在对数据库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很难将全部数据进行明确
的分类，这种情况就需要应用偏差分析原则。这个原则要求在
分类的过程中有反常情况，或者对规则的条款都不满足，这种
特例情况就需要应用这种原则。由于数据库中的数据量极为庞大，
出现异常数据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要想使数据挖掘的准确
性得到保障，就需要明确的检测偏差数据，然后应用一定的方
法对偏差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可以使偏差数据和政策参照值的
差别被检测出来 [4]。

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领域发展时间比较短，但是应用却相
当广泛，这种数据挖掘的技术主要是对挖掘算法的不断优化，
并且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多个方面，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网络当中产生了海量的数据，
对这些数据进行利用能够产生多种突破性的结果。在无线技术
的不断发展下， 有大量的数据产生于数据传播的过程中，但是
这些数据没有别应用，而且数据的组成不叫松散，没有办法进
行直接的应用。在网络文档数据当中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够使
网络资源得到合理应用，并且能够在海量的数据资源中发现需
要的信息，进而可以针对性地对挖掘到的信息作出深入分析。
这种网络数据挖掘的方式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移动终端当中。在高校图书馆中应
用这种技术能够为学生推荐适合的图书，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起，
为学生开拓阅读视野。

图书馆除了藏有海量的实体化图书，还储存了大量的数字
图书，对数字图书馆进行管理应用，能够让学生更加便捷的阅
读书籍。高校课堂讲授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只有通过在图书馆
当中进行学习，才能够使学生有更为广阔的知识面，拓宽学生
的获得知识途径。我国的各个高校都在积极的提高自身的综合
实力，而图书馆的建设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只有建立数字化、
信息化图书馆，才能够使高校图书馆适应时代发展。图书馆的
信息化工作给日常的信息化维护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正是由
于这些信息化过程产生的数据，才能够在数据挖掘的过程中应
用这些海量数据，通过对图书馆的大量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
能够使图书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可以参照分析结果进行发展决

策，从而可以使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更贴近使用需求，读者对图
书馆的服务需求也更容易满足 [5]。

3、图书馆数据管理中挖掘算法的应用

高校图书馆中会有书籍借还过程的流通记录，这些记录经
过长时间的积累产生了海量的数据，而由于数据没有进行有效
的管理，就不能使这些数据产生有效的价值。应用数据挖掘技
术可以将这些数据有效信息进行提炼，从而合理地应用这些数
据进行相关决策，可以让这些数据通过数据挖掘技术的应用产
生更大的价值。图书馆流通数据当中如果应用关联规则进行数
据挖掘，可以发现读者借阅图书的相关性，并且可以通过针对
性的分析找到规律，这样就可以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
让读者体验到图书馆管理的优质服务。

一般人学知识的过程都需要由基础知识再到层次的知识，
并且还应该掌握专业相关的参考知识，而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过程中，有很多跨学科的知识系统产生，这些跨学科的知识
互相影响并且互相渗透。所以在本专业的学习当中，还应该拓
展学习的视野，能够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提高专业水平。然
而，学生在图书借阅时会产生图书查阅的困惑，并且会在查阅
图书的过程中耗费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图书管理者可以应用
关联技术，对图书的布局进行重新调整，这样就能够满足学生
的借阅需求。但是由于图书管理者的能力有限，设定这些关联
学科的推荐内容又需要专业的知识，所以就可以在数据挖掘中
发现其他学生图书借阅的规律，从而可以对其关联性进行分析，
推荐的关联的图书就有更加准确。这种图书推荐的方式受到高
校学生的广发欢迎，提高了高校图书馆的管理水平 [6]。

4、结语

综上所述，图书馆的信息系统中的图书信息资源储存丰富，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将这些数据有效的应用，并且能够将有
益数据及时应用在图书借阅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因此得到了提高，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也更加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