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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高校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社会与科技从没有停止过进步，人工智能目前逐渐普及，应用范围逐渐宽广，大到各种技术机构小到超市日常生活，不知何时

它已经围绕在了人类的左右，无法分割。它能够捕捉人类大脑的思维活动，对数据进行快速计算与处理，而当人工智能与高校

智慧图书馆结合，迸发出的是高科技智能化的风暴，它使图书馆这一古典满含书香气息的建筑现代化，并且对人类来说具有十

分简洁方便的新型运作方式。而将人工智能应用在智慧图书馆中，还能够快速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与高校学生的知识获取。

人工智能；智慧图书馆；高校

在仿照人类思维方式的同时，人工智能还拥有比人类快上数倍
不止的信息处理能力，并且，对于信息的获取与处理，人工智能只
会一天比一天快，甚至还不会出现疲倦乏累感，所以在从事一些脑
力劳动时，人工智能的优势是人类无法比拟的。随着科技的进一步
发展，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都有所涉猎，最常见的语音识别系统等，
这都大大增加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便程度，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
问世为人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么，如果将人工智能与智慧
图书馆相结合，到底会实现怎样无法言喻的价值？

一、什么是智慧图书馆

从根本上来说，若想探讨关于人工智能帮助建设智慧图书馆，
人工智能应用在智慧图书馆的作用这相关话题，那咱们首先就要对
智慧图书馆有一个大致了解。
1. 智慧图书馆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决定智慧图书馆构成的要素千奇百怪，可能很多人最先想到的

是硬件的更新，十足的科技感；当然，想的并没有错，但却有些片面。
新的硬件设备并不是智慧图书馆的唯一构成要素，与其相呼应的还
有智慧馆员等。那么，相比较于一些只存在于想象与设想中的概念，
智慧图书馆是真实可以触摸到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对其进行感知的
存在。

但是，建设智慧图书馆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服务一定不能
弱于传统图书馆，要不然失去了大众支持，智慧图书馆很有可能就
不攻自破了。在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中，要引入多种新观念与新技术，
譬如被大家所熟知的云计算；而其能够提供智能般的服务取决于智
能代理，其中的复杂程度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高，但好在被人类所克
服了。

另外关于前文提到的智慧馆员，它从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替代原
本的图书管理员的，它只需要获取最新技术的输入，学习并精通传
统式图书馆的运营经验，并对人类提供出智慧化的服务与帮助即可。
2. 关于智慧图书馆，其运行模式是什么
最开始，智慧图书馆所秉承的理念就是让读者脱离空间与时间

的约束，那么应用到高校也自然如此。倘若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细
想智慧图书馆，那么大致可以将其的运行模式分割成这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信息的收集，在这个阶段中，要广泛收集
读者的实际需求是什么，是更好的阅读环境还是更加体贴优质的服
务？所以在这个环节十分重要，只有前期的信息收集完毕，才能更
好的为读者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

第二个阶段，自然也就是业务协同融合。前文咱们已经说过了，
智慧图书馆的初衷就是让读者脱离空间与时间的约束，这么说大家

可能会觉得有点虚幻，那么说得通俗一些，什么是空间的束缚？也
就是学生不需要走出宿舍就可以进行阅读与学习。那何为时间的束
缚？依旧是学生，一周的课程内，总有一天是被排满了的，那么在
此时想读书，但到了图书馆后一些繁琐的环节会大大浪费他的时间。
所以，将两种图书馆的业务相融合，资源实现共享，就可以有效的
减少空间与时间的反面性，将服务效率提升了数倍不止。

第三个阶段，与多方面机构合作，避免资源浪费，将自身的体
系愈加完善，让读者的阅读更加顺畅，并且，每一分资源都能够得
到合理的运用。

二、人工智能对于智慧图书馆的价值所在

现如今，智慧图书馆内已经随处可见人工智能的身影，它通过
自身的优势，帮助图书馆进行了数据的分析与整理，极大程度上帮
助了图书馆工作人员，以及缓解了他们的压力，价值目前无法估量，
下面，着重探讨这几点。
1. 关于智慧图书馆的信息整合
图书馆是很多人上学时必去的一幢建筑，它的内部富含大量的

书籍，一些宏伟的想必早已超过了几百万册。那么在如此庞大的数
据面前，人类是十分渺小的，书籍数量的统计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而在多人共同整理时人们又难免会出现分歧，严谨的工作态度下，
若有一人出现差错，满盘皆输，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以这种情
况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人工智能的优势何在？它可以帮助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快
速整理，将一切教学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归类，并且对这些书
籍的当前状态进行精确的统计。

并且，倘若学生在询问相关书籍的资料时，人工智能都可以将
这本书籍的相关信息完整传达，甚至延伸，还可以对每位学生的专
业信息记录在案，进行隐私保护，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以及他们所
关注的不同资源可以进行不同种类的书籍推荐，将信息的交换频率
大大提高。甚至将书籍的借阅率完美呈现在学生面前也是很简单的
事情，这样还会帮助学生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读物。
2. 关于智慧图书馆的优质服务
人工智能的出现为图书馆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服务方式，这种服

务方式是十分智能化、十分及时的，学生可以通过图书馆的智能屏
幕从而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并针对信息来获取其余资源，以及资
源状态。

另外，将人类语言等知识方面输入到语音识别系统内，可以让
人工智能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进行准确分析，无需担心出现理解错
意思的情况，并且，当学生想要获取其余资源时，人工智能会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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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搜索系统，从而达到为学生们提供优质的个性化服务的目的。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去餐厅用餐或者前往某处公共场所

时，想要寻求服务员的帮助，但因客流量等缘故，所以服务员也有
些手足无措，无法做到全方面、细致的服务，而你看到服务员焦头
烂额时，也就不好意思再进行催促了，可是虽然你对其抱有理解，
但是你应得到的服务并没有得到，应解决的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所
以这个时候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就凸显而出了，不妨设想，倘若有一
个智能系统，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为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那又会
是什么样呢？没错，你的所有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被解决！
3. 极高的安全性
绝大多数的高校中，他们的图书馆多半会采用校园卡的方式来

进行身份验证，但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妥当，对于喜欢丢三落四的人
来说，一张校园卡不知忘在哪里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当人工
智能帮助高校建立起智慧图书馆后，校园卡对于借阅图书的权限便
可以解除了，因为智慧图书馆的大型平台多数是采用证件号码或其
余数字信息来进行登录账号的，甚至在智慧图书馆越来越成熟时，
还可以搭配人脸识别系统，将学生们的基本信息或者人脸信息进行
采集，并输入到系统当中，从而达到在下一次进入智慧图书馆时，
可以让系统提取数据，完成更高效快速的验证环节。

三、人工智能的哪些因素可以助力于智慧图书馆打造
全新的服务

人工智能最凸显的特色便是全新的个性化服务，每个人都可以
在人工智能的检索系统中获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而这种服务，都
是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来进行的。
1. 人脸识别技术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帮助
这是在人工智能当中十分常见的一项技术，它可以精准识别出

每一位到访的客人，为后续服务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人脸识
别技术已研发数十年，现在它已经缓缓渗透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带给了我们全新的便捷操作与酷炫的体验。长久的历程它变得更
加成熟，更加安全。

而当人脸识别运用到图书馆的日常工作时，它可以有效地运作
图书馆的身份管理系统，甚至是作为一项统计的工具存在。

谁都知道，图书馆每年到馆的读者、学生数不胜数，真正的读
者与来闲逛的学生互相参杂，难以进行统计；许多图书馆都会依靠
客流量统计系统来达到计算占比率这一目的，但是如果运用人脸识

别系统，可以通过一些信息推送来进行数据分析，在原有的占比率
上更加细致化。

另外，在电子阅览室中也可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这样在登记
时可以更加的快速，大幅度减少学生们的等待时间。
2. 标签系统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帮助
这项技术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智能设备，但低级不代表低能，它

现在已经相当成熟，并且各种用于搭配的设备价格也非常合理，多
种因素让它成为了当前多数图书馆借阅环节所采用的主流形式。标
签系统可以大幅度提高读者工作时的效率，有了这种高效技术的助
力，智慧图书馆才能够更加智能化。

现如今已经有许多图书馆都开始采用这项技术，它可以将原本
具有强烈规则性的借阅服务智能化，它与人脸识别技术相互配合会
达到读者只要抱着书籍走过探测门就能完成原本繁琐的借阅步骤的
效果。因为人脸识别技术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学生身份信息的
认证，而标签系统技术可以在一米的距离检测到书籍上贴合的标签，
并迅速扫描，与学生的身份信息搭配，从而略过借阅步骤，完成智
能快速借阅。
3. 语音识别对于智慧图书馆的帮助
相信这种技术大家早已经耳熟能详了。没错，语言是人类交流

的根本，语言所能传达信息的速度与简洁效果是其余媒介无法做到
的。况且相比较于文字的繁琐，人们更喜欢通过语言来表达意思。
而这些因素决定了语音识别技术是智慧图书馆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最
直接的方式。

并且，语音识别技术不受其余因素的限制，譬如最常见的，人
工服务的时间，人力等等；可以见得，语音识别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
读者对于服务的一些与急迫性，并且还拥有能够对弱势群众提供更好
地帮助的能力，操作简便，即便是学前孩童、具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也
可以轻松操作。只因为语音识别技术的成熟性与文本转换功能。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见得人工智能是智慧图书馆必定要历经的趋势，
也是唯一的绝佳方向。它凭借多种技术与数据分析，能大幅度提升学
生读者对于时间的要求，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虽然这是一项十
分艰辛的任务，注定要付出辛苦与劳动，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学生读者们会爱上这种新式图书馆，从而更好的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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