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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情下我校图书馆门禁管理现状分析 1

鉴于政府指令性扩大招生，我校学生数量不断增加；

另疫情下，加强在校学生非必要不离开校园的管理、教

育，图书馆服务达到应急管控要求的高负荷运行，学生

争抢图书馆占位，以人工或以简单闸机的传统管理模式

已不能适应如此高需求开放型的图书馆管理。

1. 图书馆门禁系统概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更好满足出入口通行管理

需求，门禁管理经历了几次迭代更新。

①人防管理

高校图书馆传统门禁管理主要是人防为主，学生进

入藏馆出示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入内，进行人工登记，且

只提供借阅服务，后增加少许杂志报刊阅览桌椅，学生

主要以借还书籍为主，逗留阅读学生较少，几名图书管

理员完全可以应付。

②采用物防

近几年各高校图书馆建筑体量增大，空间更宽敞，

进出口较多；藏书量也在激增，北京大学约 800 万册，

一般高校都在 400-500 万册。加强出入口控制成为图书

馆重要工作，初期采用的门禁管理系统是一种电子门锁，

通过在门柱子上安装电子读卡器来识别信息、辨别身份，

从而达到出入口安全防范管理，使用门禁管理后改变了

图书借阅模式，拓宽了阅读使用空间。因这种门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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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大门控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读卡器存储量也有

限，运算能力不强。

③技防升级

引进地铁自动检票的闸机门禁管理系统，入口通过

刷卡、扫码、人脸识别方式，出口增加图书磁条检测，

在门禁系统下，旁边设立一台自助磁条冲销检测借还书

机，形成开放式图书馆管理模式，学生可以带包进出，

图书馆内会议室、办公室可以对各部门开放使用，提升

资源利用率。目前主要采用带有 RFID（无线射频身份识

别）技术的校园一卡通作为门禁卡，其弊端是卡片容易

丢失、芯片老化、被冒用等。

2. 疫情下图书馆门禁管理的困境

近年来门禁系统逐步在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得到普遍

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困

扰着图书馆管理工作者。

①图书馆门禁技术单一，物防实体功能欠缺

对于高校图书馆管理而言，首先需确保图书文献资

料的安全有效利用，要防失窃进而限流。其次，由于图

书馆空间与读者需求不匹配，不能满足 1.5-2.0m2/ 生的标

准，有些设施好、资源多的图书馆学生争抢、占座现象

严重，需要门禁系统设计防占座的功能。再次，应急管

控期间要有防群聚危险设计。旧门禁系统已不能完全满

足这些新的需求，在实际管理中存在很多矛盾。

②图书馆门闸布局不合理，硬软设备易故障

高校图书馆建筑宏伟壮观，消费安全出口很多，但

入口门闸布局设计不合理，主要通道口的门闸量少且设

计通道口不科学，无法满足高峰时间段人流通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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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边、绕行，形同虚设。

刷卡方式或机器灵敏度和设备人机功能设计缺陷与

学生过急、过慢进入的矛盾造成设备故障不断，甚至瘫

痪。门禁设备磨损老化；弹簧弹力不足；服务器死机，

CPU 运算缓慢，门闸反应快慢不定；读卡器死机；软件

故障，若遇到停电情况，门禁及磁条检测全部停摆等等，

此类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③数据信息可视度不高，门禁系统不够人性化

疫情期间，高校图书馆严格执行封闭式管理，根据

应急管控要求按接待能力的 50% 实行限流，所以采用了

预约入馆的方式，看似解决了入馆紧张的问题，实则是

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很多学生预约了却没有来，或

者只是来了很短的时间，结果导致很多学生预约不到。

有的学生直接到馆，看到馆内很多位置都是空的，却显

示预约已满，无法入馆，学生们无法理解，经常与管理

人员发生争执，极易导致矛盾升级，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不能充分发挥有限的图书馆空间，导致资源浪费，

引起学生不满，也凸显我们的管理水平和手段有待提高。

二、图书馆门禁系统改进设计

1. 信息化门禁系统与智能身份识别的集成设计

综合分析图书馆门禁管理中的困境发现图书馆门

禁功能设计与地铁、旅游点、社区等环境需求很多不一

样，为解决应急管控常态化时期的图书馆门禁管理，信

息系统应集成门禁控制、报警联动、人工智能、人脸识

别、人体测温、大数据分析、智慧校园网等应用功能，

提高应急管控下的管理效率。集成的门禁信息管理系统

包含数据收集的前端、数据比对中间端和数据智能分析

的后端，三端融合，集成一体。前端包含门闸、身份识

别、体温测试、报警系统等功能模块。中间端为数据比

对，返校的师生需在智慧校园平台提前将自己的个人信

息、行程、人脸照片等数据上传到校园安保门禁系统后

台审核，图书馆系统与智慧校园共用此大数据进行比对，

无需再单独录入数据。后端是图书馆门禁数据收集后两

条路径传输，一是数据信息会在馆中的大屏显示；二是

馆中的实时人数等数据也会同步到智慧校园融合门户中，

学生通过 OA 办事大厅就能看到图书馆现有人数及空位

数，然后自行安排出行。且基于此大数据，可以进一步

挖掘利用，制定更合理的制度，为提升学校信息化管理

水平提供依据。

2. 智能身份识别与安全验证的终极选择

用生物识别技术确认你是谁将是智能化时代的一个

关键技术，这也关乎到信息与数据的安全。应急管控常

态化下，门禁系统智能身份识别终端的选取时，应优先

考虑公共卫生安全的因素。防止人体的间接接触，人脸

识别系统相比刷卡和指纹更为安全可靠，但人脸识别是

比对一张识别人的图像，最新人脸识别技术还未能完全

实现透过口罩在一定距离内精准识别，在人脸识别过程

中，需取下口罩。而手机刷码在平台上发送个人信息，

通过拍照上传与内置数据库比对，实现对进出人员的辨

别，同时也可以判断权限，实现安全的智能化管理。

3. 门闸设备的革新与运用

现代高校图书馆布局必须符合功能变化需求，根据

人流情况变动门闸数和通道口，科学设计通道口布局，

满足高峰时间段人流通行，解决留边、绕行的情况。

①双通道设计

作为图书馆首先与读者发生交互的智能硬件设备和

基础环节，建设双向门禁实现双通道增加通畅度，通过

双机芯闸机来扩充通道，对面板重新改造满足双向刷卡

进出，把原来只能记录进馆人员信息升级为对进出馆人

员信息进行实时掌控，实现有效识别出入人员信息，出

入时间，统计来访频率，来访习惯，在馆时长等信息，

建立在馆人员大数据，方便快速查询统计分析各类信息，

为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②快速门闸设计

高校图书馆门禁系统设计应考虑开门速度快，具有

双重精准、快速定位，闸机应具有自动报警功能，具有

自动半段能力，自动逻辑识别，安全设计，确保行人安

全。外观美观大方、防锈、耐用。门闸具备自动复位、

防尾随、报警等基本功能。能够实现远程控制，可通过

网络直接通过管理计算机实现远程控制与管理。还应具

备自动锁死功能，防止硬闯闸机通道。

③集成闸机设计

闸机配置更多接口，系统数据接口开放，为后期大

数据平台做准备，集成更多外设装置于一身，统一管理，

更方便。系统对进出图书馆的人员姓名、专业、院系、

时间等数据进行多维度记录、统计、分析，能够更好的

对出入人员进行管理和安保。由于校园高安全性和高效

率管理的需要，智慧校园应用的设计及实施应按照国家

和教育相关部门的有关标准进行，做到系统的稳定、先

进、合理、经济、结构化和扩展性，实现系统的实用和

管理的健康。将出口门禁与检测仪相关联，可以减少图

书馆物业门卫处值班人员的数量与班时间，减少人力资

源的投入，逐渐做到去人工化管理，为学校减少人力资

源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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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在应急管控常态化背景下，图书馆门禁管理系统应

具备治安防范、应急管控、资源利用的三重功能。师生

员工通过门禁系统的人脸识别、刷卡、扫码识别的方式

确认信息。非接触式测温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安全系数，

便于快速追溯体温异常人员信息，有效控制疫情传播。

利用信息化手段，高效使用图书馆的有限资源，满足学

生的入馆需求，提升图书馆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馆

内人员实时数据统计，有效防止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出

现人员过度饱和的情况发生。无数据统计，学生通过申

请经常无效且图书馆不能精准了解读者的需求和进馆规

律，调整管理人员排班提高工作效率。门禁系统的改进

为图书馆座位预约系统提供硬件支持，提升图书馆座位

30% 的利用率，提升学生满意度，降低学生与管理人员

之间爆发冲突的风险。同时，管理者可随时随地在任何

计算机上对门禁数据进行统计，统计界面友好、使用便

捷，方便管理，使更多读者喜欢来图书馆，爱上图书馆，

进而提高图书馆的资源利用率，也便于工作人员及时清

馆，做好矛盾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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