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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国内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飞速的发展，人们获取数据的途径和方式都出现了较大的改

变。图书馆会提供信息数字服务，图书馆运营方式也会出现较大的变革。在5G时代下，5G技术提高了人们

通信的效率，将通信技术运用到图书馆中，可以打造出智慧图书馆创新运营方式，提供更新型的服务内容。

利用数字化技术，可获取用户的数据信息，并做出深度的分析，还可以构建出真实用户场景，对图书馆的

信息资源库进行集成，通过拓宽阅览渠道，设计特色品牌，让典藏文献紧贴师生生活，服务好广大师生，

为图书馆不同类型客户都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内容，逐步推动场景化服务，以及提供典藏库图书咨

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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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国内 5G 技术普及应用，5G 基站大规模建

设，5G 技术给人们带来便捷通信服务，同时也大力促进

了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图书馆作为知识集聚地和数据

存储载体，经历了传统纸媒时代，逐步进入了数字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的发展阶段。图书馆的运行方式、服务模式也

会从过去的纸质方式转变为数字化的信息服务，最终发展

到全面感知的智慧模式，图书馆服务也从数字化服务转变

到了智慧化服务。通信技术和智能设备应用到图书馆内

部，推动服务思想理念、服务模式的创新升级，并在运营

思想、运营方式等多方面为图书馆服务提供新渠道。 

1  理论基础 

1.1  智慧图书馆 
智慧图书馆最初是由美国提出来的，它主要是将云计

算、物联网等多种智能化信息技术和设备集成，应用到图

书馆的运营中来，为读者创造不受制于地点、时间限制的

图书服务，能够实现内容及环境感知，提供信息化阅读空

间。 
智慧图书馆的定义比较多，但主要基于智能计算、信

息感知等多种角度来定义，总体来讲，智慧图书馆都有互

联感知、智能的特征，有些学者认为图书馆并不是一个独

立的实体，还包含图书资源服务范围不断扩展。在当前智

能时代下，图书馆可以为用户提供更贴心的图书服务，而

且智慧图书馆在技术基础上，可以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及

设备，以读者需求为基础，主动地为读者提供更个性化及

智能化的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种高效便捷的图

书运营模式，也是一个能够被强烈感知的概念[1]。 
1.2  数字足迹 
数字足迹是指在用户使用互联网等数字信息技术时，

留下的使用痕迹，这些使用记录具有更强烈的时空性等特

征。一些学者对数字足迹做出了深刻研究，认为数字足迹

是指用户在互联网及信息系统内使用时，留下的记录。通

过研究用户的使用记录，就可以反映出用户特征行为。也

有一些学者从系统结构角度分析的服务器内部记录，用户

使用和浏览有关数据信息，会将其作为数据记录，这些信

息就可以分析用户的心理特征，了解用户对知识服务的需

求。 

2  智慧图书馆的创新服务模式构建 

图书馆是存储信息的重要中心，图书馆内部所有活动

都会围绕着用户需求来开展，为用户提供多元化信息服务

支持，而且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服务，将数据信息文献进

行整合在图书馆系统上，就可以筛选信息、查询信息，加

工处理信息。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发展的总趋势，图书馆

建设要积极响应总书记号召：“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系统上，可以浏览参考信息检

索，建立文献的导航、信息精准推送等多种活动，包括数

据库搭建，环境构建和自动化设备使用等多种活动内容，

逐步发展到智慧的图书馆阶段。智慧图书馆不仅是目前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应用组合，而且也会使得用户

在搜索方面，突破时空界限，可为用户提供更全方位心理

感知服务。结合情境的应用，可以为用户提供高效精准的

服务学习体验[2]。 
2.1  用户数据的搜集 
搜集用户需求信息是图书馆开展智慧型运营服务的

重点，要根据不同用户背景和学习需求，及客户不同层次

的阅读需求，从多种角度描述读者需求，来深入挖掘读者

需求。从用户基本数据信息和对知识服务内容需求偏好的

信息，智能系统交互性的数据信息及服务场景数据等多方

面来构建读者用户画像。用户数据包含了用户的基本需

要，用户基本信息及用户行为学习和用户反馈部分数据。

读者主动提交部分数据在图书馆内；读者通过搜索检索信

息产生互联网轨迹，能够将这些信息反馈给后端终端运营

人员，以便实时存储部分用户使用痕迹信息；也可以通过

穿戴设备，感知获取用户基本信息。对于科研用户来讲，

用户会提出服务评价及服务咨询内容、研究心得，检索记

录及在检索页面停留时间，资料归还时间等。在用户情景

数据方面，有用户基本信息、科研院所基本资料、研究课

题和研究部分成果。在科研用户的内容偏好数据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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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数据、收藏历史及浏览的内容信息资源的类型。 
2.2  用户资源库构建 
图书馆用户资源库构建是在初步构建用户数据资源

基础之上的，对用户的数据信息做好整理、分析、加工、

积累、处理，进而构建出用户的画像库及场景库。在智慧

型的数据库内部包含了用户信息的数据整合，整合读者的

信息主要是将整理后信息进行标准化处理、特征提取。结

合不同读者提出的问题，由系统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图

书馆组织读者观点，挖掘用户数据信息，指读者场景信息、

阅读足迹及阅读内容偏好等多种信息融合。结合不同读者

类型及需求偏好来形成读者画像后，站在不同的视角上，

来对读者知识服务需求加以分析。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

往往会生成不同画像及场景，用户画像库和场景库都会构

建智慧的图书馆，而挖掘是用户的深层次潜在需求。由于

用户数据信息实时动态变化，就要不断要求图书馆对现有

读者信息数据信息做好更新补充，来完善读者的画像库
[3]。 

智慧图书馆会创新运营方式，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图书

馆运行方式，智慧图书馆会关注于读者个性化读书学习需

要，主要是能够提供智能化便捷读书服务。随着 5G 技术

的普及和智慧图书馆发展，就可以为用户提供远程直播互

动服务。建设智慧图书馆，可以实现精准数字服务推送，

可为读者们提供快速数据检索、数据搜集、资源库应用和

智慧图书服务内容。 
2.3  知识资源库的构建 
在图书馆内部的数据信息资源库中，要搭建起支持数

字资源库的知识子系统，并以读者的需求作为数据库建设

的导向，要对读者的画像和知识服务场景做好深度的研

究。将读者的需求与图书馆内部的数据信息资源相结合，

来搭建知识库。知识库是根据图书馆内部读者特征来设

计，充分体现出图书馆内各客户不同维度的需求。将图书

馆作为基础来提供数字化信息创新服务，图书馆创新服务

的开展，要求结合不同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此时，

要根据相同特征的特殊用户积累，通过用户之间特征进行

匹配，来构建出特色专业化知识库、特色知识库，以某些

行业专业领域知识资源作为基础，及根据不同读者需求来

提供专业化知识。 

3  智慧图书馆创新服务 

3.1  个性化定制服务 
在图书馆内，提供读者个性服务，主要是为读者提

供更精准技术及服务内容，为读者推送精准的服务信息。

图书馆提供个性化服务对象，主要是针对目前科研机构

的用户，在国内 5G 技术和互联网物联网的技术飞速发

展背景下，信息推送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科研

用户的信息获取方式也与传统方式产生更大变革差异。

要深度去掌握好目前科研用户的基本性数据、信息需求

特征，对科研用户研究范围、领域和内容做好分析，来

提供具有个性化、差异化的知识服务内容，以保证服务

质量达标。智慧图书馆服务创新要针对于目前科研机构

知识密集型服务的需要，来创新服务内容，为用户提供

更个性化、贴心的知识资源服务。在智慧图书馆的搭建

中，活动推送信息比较关键，要将那些繁杂多种学科的

知识进行整合，适当梳理，并实现知识资源的合理分类

及收集，高效提取和深度挖掘。结合用户实际需要和科

研工作目标及要求，来对目前馆藏信息资源做好科学组

织分配及知识信息深度融合。结合科研用户数据收集，

分析数字背后价值，来向用户提供精准化的信息资源[4]。

针对于普通用户的阅读兴趣，做好偏向性的分析，对用

户内部深层次、浅层需要，都要高度挖掘。可应用情景

法、人工智能数据挖掘、建模方法，来挖掘用户潜藏的

需求信息，对这些资源信息做好优化整合，深度的分析，

创造图书馆虚拟现实场景，根据用户的偏好来为用户提

供更精准性、碎片性知识内容。 
3.2  场景的体验服务 
近几年，国内科技处在飞速发展中，图书馆读者阅读

方式也产生了极大变化，图书馆读者对知识需求从简单资

源查找方式，逐步转变为知识价值的追求。因此，读者对

知识需求改变也会助推图书馆运营方式变革，图书馆服务

方式由过去简单资源推送方式，逐步向智能化、个性化的

方向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来了解不同用户的深层次、

潜在个性化知识资源需求。一般读者和科研工作者对于知

识需要也不尽相同，图书馆为不同用户来提供不同化的知

识资源创新服务。 

4  结语 

在 5G 时代下，智慧图书馆的运营是未来图书馆的发

展方向，要结合用户多方向、多样的需求来推动知识资源

的集成，而且能够由过去被动型的知识服务转变为主动型

服务，深度挖掘读者潜在知识需求。5G 技术逐步为智慧

图书馆搭建技术生态，建立知识资源库及提供个性化、场

景化的服务体验，来实现图书馆的智慧化及智能化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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