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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探索

郑江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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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是图书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到用户检索效率和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传统的数字

资源分类方法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类效率低等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等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逐渐显现出优势。本文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

分类中的应用，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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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馆数字资源日益丰富，

种类繁多。然而，如何对这些数字资源进行有效分类，提

高检索效率和用户满意度，成为图书馆面临的一大挑战。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其在

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也逐渐受到关注。本研究旨

在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以

期为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1.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价值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

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价值日益凸显。传统图书馆数字资源

分类主要依靠人工进行，耗时费力。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

快速、准确地识别和分类数字资源，提高分类效率。通过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识别

资源特征，实现自动分类，从而减轻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

作负担 [1]。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有

助于优化资源布局。通过对大量数字资源的分析，人工智

能可以识别出热门资源、冷门资源以及用户需求，从而为

图书馆提供有针对性的资源采购和布局建议。这有助于提

高图书馆资源的利用率，满足读者需求。人工智能在图书

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有助于提升检索效果。通过智

能推荐、关键词提取等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更好地理解用

户需求，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检索结果。这有助于提高

读者满意度，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人工智能在图书

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有助于促进知识发现。通过对

大量数字资源的分析，人工智能可以发现资源之间的关联

性，挖掘出潜在的知识点。这有助于读者发现新的研究思

路，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传统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过程

中，由于人工经验的局限性，容易出现误分类现象。而人

工智能技术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能够不断优化分类模型，

降低误分类风险。这有助于提高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准确性，

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随着个性化需求的日益增长，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有助于满足读

者个性化需求 [3]。通过分析读者的阅读习惯、兴趣偏好等，

人工智能可以为读者推荐个性化的数字资源，提高图书馆

服务的个性化水平。

2.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存在的问题

2.1 数据质量和准确性问题

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数据质量直接影响着分类

的准确性。然而，在实际应用中，部分图书馆的数据质量

参差不齐，如数据缺失、错误、重复等，这给人工智能分

类带来了很大挑战。在人工智能分类过程中，需要大量标

注数据来训练模型。然而，对于图书馆数字资源来说，标

注过程较为复杂，需要专业人员进行，这增加了数据标注

的成本和时间。图书馆数字资源种类繁多，更新速度快。

如果人工智能分类系统不能及时更新数据，将导致分类结

果不准确。

2.2 技术复杂性和成本问题

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涉及多个技

术领域，如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这些

技术的融合和应用使得整个系统具有较高的技术复杂度。

为了满足人工智能分类的需求，图书馆需要配备高性能的

硬件设备，如服务器、存储设备等。这增加了图书馆的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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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投入成本。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需

要专业人才进行研发、维护和优化。然而，目前图书馆领

域具备人工智能专业背景的人才相对较少，这给图书馆带

来了人才招聘和培养的难题。

2.3 缺乏专业人才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需要具

备专业知识的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专业人才相对匮乏，导致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不

足，难以把握其核心原理和应用场景。缺乏对图书馆数字

资源分类的深入了解，难以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业务

相结合。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过程中，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导致应用效果不佳。

2.4 伦理和隐私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可能涉及用户

隐私，如用户阅读记录、借阅记录等。在数据挖掘和分类

过程中，可能存在歧视性算法，导致不公平现象。人工智

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可能引发道德争议，

如版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等。图书馆在收集、存储和使

用用户数据时，可能存在数据泄露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在

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可能对用户隐私造成侵犯，如用户

画像、个性化推荐等。在数据共享和开放过程中，可能存

在数据滥用风险。

3. 解决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问题的对策

3.1 提高数据质量和准确性的方法

对数字资源数据库进行清洗，删除重复的记录，确保

数据的唯一性。对错误的数据进行修正，如修正错误的分

类号、作者、出版社等信息。对数据格式进行统一，如统

一作者姓名、书名、出版日期等格式。根据图书馆数字资

源的特点，制定数据质量评估标准，对数据质量进行量化

评估。对数字资源数据库进行定期检查，确保数据质量符

合要求。根据图书馆数字资源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分类算法，

如基于内容的分类、基于关键词的分类等。对分类算法的

参数进行调整，提高分类准确性。引入外部数据源，如图

书出版信息、作者信息等，丰富数字资源数据库。通过外

部数据，提高分类算法对数字资源的识别能力。对人工智

能分类结果进行人工审核，纠正错误分类。鼓励用户对分

类结果提出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分类算法。对数字资源

数据库进行定期更新，确保数据的时效性。根据实际应用

情况，对分类算法进行持续优化，提高分类准确性。

3.2 降低技术复杂性和成本的策略

针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的特点，优化算法设计，减

少不必要的计算步骤，降低算法复杂度。例如，采用轻量

级算法，如决策树、支持向量机等，这些算法在保证分类

效果的同时，计算复杂度相对较低。将人工智能系统分解

为多个功能模块，每个模块负责特定的任务。这种模块化

设计有助于降低系统整体复杂度，便于维护和升级。同时，

模块化还可以促进技术的复用，降低开发成本。积极利用

开源的人工智能技术和工具，如 TensorFlow、PyTorch 等，

这些开源项目拥有庞大的社区支持，可以降低开发成本，

提高开发效率。利用云计算平台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如

阿里云、腾讯云等，这些云服务通常具有较低的使用门槛

和成本，可以降低图书馆在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投入。针

对图书馆的具体需求，开发定制化的人工智能分类系统。

通过深入了解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和资源特点，设计出既满

足需求又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3.3 培养专业人才的途径

通过高校图书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强化数字资源分

类的理论与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图书馆学基础

知识和数字资源分类技能。针对在职图书馆员，举办各类

培训班、研讨会和讲座，提高其数字资源分类的专业素养

和实际操作能力。引进具有丰富数字资源分类经验的专家

和学者，为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管理等相关学科开展合作，培养具备

跨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为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提供多

元化的解决方案。与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合作，建立数

字资源分类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实训机会，提高

其实际操作能力。

3.4 解决伦理和隐私问题的措施

建立健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的法律法规，明确图书

馆在数字资源分类过程中应遵守的伦理和隐私保护原则。

在图书馆学教育中，加强对伦理和隐私保护的教育，提高

图书馆员对伦理和隐私问题的认识。在数字资源采购、分

类和利用过程中，严格审查其内容，确保不侵犯他人隐私

和知识产权。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过程中涉及的用户信

息进行加密处理，确保用户隐私安全。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工作进行定期检查，确保伦理和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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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保护措施得到有效执行。鼓励用户对图书馆数字资源分

类过程中的伦理和隐私问题进行反馈，及时处理相关问题，

提高服务质量。

4. 结论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应用

主要体现在智能分类、智能推荐、智能检索等方面。其中，

智能分类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中的核心

应用，通过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实现自动对

数字资源进行分类。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

中具有以下优势：提高分类效率、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分

类准确性等。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数字资源分类

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数据质量、算法优化、隐私保护等，

推动图书馆数字资源管理的智能化、自动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志艳 .AI 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智慧服务

探究 [J]. 江苏科技信息 ,2023,40(16):33-37.

[2] 胡安琪 , 吉顺权 . 元宇宙视域下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

的机遇、挑战和创新路径 [J]. 新世纪图书馆 ,2023,(03):49-55.

[3] 张甜甜 . 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跨模态数字资源自

动标引系统设计 [J]. 图书情报导刊 ,2022,7(11):38-43.

作者简介：

郑江锋（1968.03），男，汉，四川泸州人，硕士，助

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图书信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