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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基于图情档学科发展的基本分析，对新一代“数智”环境

与图情档之间的碰撞作了一些分析和思考。可以说，“数智”

赋能已经成为引领图情档创新发展的驱动力，正在深入

影响图情档的研究范式与实践逻辑。当然，仍然需要指出，

我们不能将“数智”赋能看成是图情档学科发展的“直通车”，

另一方面更不能浪费“数智”赋能效用的机会成本。在新一轮

竞跑阶段，图情档学科亟需从微观的转向开始，适应“数智”

环境的变化，面向需求、基于场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推动图情档学科不断繁荣发展。 

•图情档的发展离不开过去一代代学术人和从业者的积累和贡献，

更离不开面向未来的“守护者”“开拓者”和“传承者”。下

一代图情档发展必然更加开放化、智能化、协同化和生态化。

希望我们不负时代的馈赠、历史的青睐，共创图情档的新未来！ 

背  景 

Background 

引自：图书情报知识，2020年第3期 



 
• 知识管理与知识服务 

 
• 中国已成为互联网知识经济的创新之地； 
 
• 图书馆是图书情报学科的保留阵地吗？ 

 
• 各行业的交叉融合中，图书馆将走向何处？ 

 
• 智慧图书馆发展趋向？ 

 
• “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与执行我们是否可以少走弯路？ 

背  景 

Background 



智慧 

服务 

发展 

创新 

跨时代、超融合的图书馆 

背  景 
 Background 



1965 年，美国学者利克莱德 (Licklider) 将全

计算机化的图书馆命名为“未来的图书馆”（

Library of the Future），Licklider 也因此被

认为是数字图书馆的先驱 

198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伍尔夫在其

撰写的《国际合作白皮书》中，首次提到

“数字图书馆”digital library 

1978 年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兰卡斯特 (Lancaster) 发表“无纸

实体图书馆"paperless library预言，将人们对未来数字图书

馆的认识又推进了一大步，进入80 年代，我们又看到了诸如

“电子图书馆”“虚拟图书馆”“没有围墙的图书馆”等新

名词 

1945 年 7 月， 范内瓦·布什 (Vannevar Bush) 在《大西洋月刊》

上发表了关于 Memex 信息机的构想，被公认为是对“数字图书

馆”蓝图的最早描述。这一构想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被马萨诸

塞技术学院实现，他们将两万篇科学文献的缩微库与一个计算机

目录检索系统相连，进行自动检索，被认为是数字图书馆的雏形 

雏形 

先驱 

新名
词 

首次 

创始
工程 

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美国国防部尖端研

究项目机构（DARPA）、国家航空与太空总署（NASA)联合

发起“数字图书馆创始工程”(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数字图书馆与智慧图书馆 

Digital Library and Smart Library 

 

 
 



1、智慧图书馆认知 

2012年5月20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图书馆“智慧图书馆”服

务系统揭幕。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国内首创5个+，成为早期智慧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者服务项
目 

服务类型 借鉴互联网服务 南京大学创新实
践 

Web服务 体验 Google+ Book+ 
知识发现 搜索，资源整

合 
谷歌、百度 Find+ 

手机服务 APP 网易客户端、微
信 

Mobi+ 

终端交互服
务 

触摸互动 分众、维络城 Pad+ 

学科服务 专业服务门户 39健康网（医学） Subject+ 



1、智慧图书馆认知 

2013 、2014  创新项目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容错是非常有必要的。。。。 

服务项目 服务类型 借鉴服务 南京大学 
创新实践 

本校文库 机构成果库 百度文库 Paper+ 

数字资源一体化生产发布
系统 

资源电子化 CSSCI 
管理发布系统 

Digital+ 

科学数据云 云服务 亚马逊云服务 DataCloud+ 



1、智慧图书馆认知 

 回头看：2012高校分会报告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2017.3.30图书情报工作 

杭州会议 

主题：智慧图书馆（国内第一次主题会议） 

数字图书馆建设已接近天花板 
需重视业务系统建设 
 



1、智慧图书馆认知 

2015年开始进行智慧图书馆二期项目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1、智慧图书馆认知 

2015年开始进行智慧图书馆二期项目 

NJU Library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邵波,何瑶,杨安培.基于DRM技术的高校图书馆电子书管理服务平台构建. 图书馆学研究, 2017/04 



-易寻、易借、易
阅、易还 
-简化管理劳动强
度 
-精准整理 
-智慧管理 

便捷 

轻松 

有效 

增值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1、“信息化” 之后必然“智能化” 

      基于数据信息提供智能辅助，让人类做事更容易； 

      类似蒸汽机工业革命，趋势不可逆转； 

      人工智能学科经过60年发展，已建有庞大知识体系。 

 

2、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核心 

     要得到“数据”的价值，就离不开机器学习； 

     行业积累非常重要。 



资源、服务、技术、空间、用户、馆员——核心要素 

智能时代： 

资源提供 
智慧时代： 

知识服务 

• 以AI为核心定义智慧图书馆 

• 以解决不同场景的用户核心诉求为服务目标 

• 知识服务体系化、结构化、智能化 

• 图像技术（人脸识别、OCR图片识别、NLP...） 

• 知识图谱 

• 语音技术（识别、合成...） 

• 机器人技术 

• 。。。 

走向智慧图书馆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李显志，邵波．国内智慧图书馆理论研究现状分析与对策. 图书馆
杂志，2013/08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人工智能是一种“赋能”（enabling）的技术: 

 

 

“AI+X”是人工智能在X上的应用 

 

 

必须先在AI上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积累，才

谈得上有成效的“AI+X”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AI在图情领域中的应用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1、智慧图书馆认知 

NJU Library 

2019年度中国图情档学界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结果 

1999年物联网的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物物相联的智慧理念逐渐影响社会的各

个方面，“智慧城市”“智慧国家”，甚至“智慧地球”的概念相继被提出，
2009年我国也提出建设“感知中国”中心。同时，“智能”“智慧”开始与图

书馆建设和服务相联，学者从初步了解和认识“智慧图书馆”，进而系统阐述
“智慧图书馆”的核心要素和特点：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人人相联；全面感
知、整合集群、无线泛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尤其是5G通信技术的成熟和应用，

智慧图书馆的理念开始付诸实践，正在变为现实。智慧图书馆的探索实践过程
也是图书馆转型发展的过程。2019年智慧图书馆开始从学术研究向实践建设转

化，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成果丰硕，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
等都在探讨智慧时代图书馆发展的新业态和转型升级。研究成果涉及智慧图书
馆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理念转变，技术应用、平台建设、框
架构建，资源建设、数据分析、人员培养，业务规划、空间再造、联盟重组，
以及服务向“智慧”升级和相应的模式、策略等。学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理论
研究和业界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实践探索，共同推动图书馆向“智慧”转型发展。 
 
 
（吴澍时,《中国图书馆学报》编辑部） 



图书馆服务系统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1、智慧图书馆认知 
Smart library awareness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发展环境变化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图宝”在微电影中客串演出，并推动情节发展，被称为“女二号” 

“AI+图书馆” 之机器人 
 
 
    Library  robot 
 
 
 
 

2019年4月26日微电影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机器人 

咨询类机器人 

南京大学新闻网.南京大学打造机器人图书管理员“图宝” 系国内高校首创[EB/OL].
（2017-05-19）[2018-03-15].http://news.nju.edu.cn/show_article_2_45673 

 



2018年10月第四代图客                 2017年5月18日发布（第三代）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机器人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BE2017154，多模态智能图书盘点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2017/06-2020/05 

 

2015年第一代 

“AI+图书馆” 之机器人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NJU Library 

第4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获得最高奖：
特别金奖。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NJU Library 

2017高校发展论坛 
 

2019物流行业企业进入图书馆行业 
 樊慧丽,邵波.国内外图书馆机器人的研究应用现状与思考[J].图书馆杂志,2017/06. 

融合速度日益加快 



LSP重要
组成 

统一资源管理 
• 纸质和电子资源从采

购到揭示的整个生命
周期 

• 支持各种资源描述，
包含MARC、关联数
据、RDF等 发现系统 

•实现资源统一揭示，
全文下载 

二次文献库 
•机构库、专家库、

特色库 

大数据分析平
台 
•分析每天产生的大

数据库支持馆务决
策 大数据中心 

•支持海量数据的的
知识库及智能链接 

开放平台 
•支持第三方接入的

图书馆API 

采购(PDA) 
•基于读者选择的采

购平台,及用于书商
的采购平台 

图书馆联盟平
台 
• 多馆跨区域资源共享、

流通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以用户为中心，具备开放的

生态环境，具备纸电数资源一体化管理，利用云服务

和共享知识库连接所有图书馆、数据资源和用户。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 
（图书馆服务平台）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基于阿里云部署 

•微服务技术架构 

•纸电数一体化 
 

2019年4月26日在南京大学体育馆NLSP正式发布(1700人参会)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国内第一家、完全国产化的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多租户、迭代更新、即开即用 
 



NLSP 

NLSP平台服务 

纸电一体化管理 

开放的API接入环境 

微服务技术架构 

互联网云服务模式 

中央知识库 

供应商平台 

第三方服务 

NLSP——智慧图书馆的数据流核心 

AI智能服务 

VR沉浸式服务 

大数据服务 

空间场景服务 

AI 

VR 

机器辅助服务 

智慧图书馆 

读者服务平台 

开 
放 
平 
台 

开 
放 
平 
台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引自：邵波等.新一代服务平台环境下的智慧图书馆建设:业务重组与数据管理.中国图书馆学报，2020.3 

 



智慧图书馆相关系统测评与NLSP运行调度 

智慧图书馆测评中心 
 

Smart Library Evaluation Center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运行看板 业务工作 

馆藏量监控 

科研保障 

资源应用 采购与经费 

读者行为 

01 02 03 04 05 06 07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2020年9月22日成功发布：NLSP3.0，南京大学智慧图书馆建设将由初级阶段进入成长阶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云服务多租户模式 
基于SaaS服务、即开即用 

开放平台 
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开放的API数据接口服务 

多终端应用 
同时提供PC、移动端、大屏端应用 

智能化服务 
采用多种智能技术，创新智慧服务 

中央知识库 
提供云数据服务，是核心和基础 

监控调度 
基于服务大数据仓储，监控馆情 

服务一体化 
管理学院总分馆 

资源一体化 
统一管理各类资源、并提供服务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NLSP3.0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NLSP 

运行
效果 

平台安全稳定 

作为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南京大学NLSP
已基本成熟，可以支撑智慧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构架与SaaS云服务，减轻系统运维、存储、备份压力 

达到稳定运行，流程通畅 

纸、电、数全资源管理，学院分馆体系搭建完成 

标准开放的API接口体系，可扩展多项应用 

部署简单，上网就工作，在家就能办公 

迭代式更新，无需闭馆，服务不停顿更新 

大数据分析，提高用户服务质量和馆藏质量 服务读者4.3万人，处理借还44万多次 

1 

2 

3 

4 

5 

6 

7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资源数据 用户数据 运行数据 

非
文
献
资
源 

文
献
资
源 

纸
质
文
献 

电
子
文
献 

数
字
文
献 

中央知识库支撑 

空
间
资
源 

设
备
资
源 

活
动
资
源 

读
者
数
据 

馆
员
数
据 

行
为
数
据 

业
务
数
据 

使
用
数
据 

基
础
数
据 

属
性
数
据 

角
色
数
据 

借
阅
数
据 

下
载
数
据 

到
馆
数
据 

浏
览
数
据 

OPAC 

微信 

大屏 

分析决策 

资源采购 

教学服务 

微服务架构、多租户即开即用，
按需订阅。 

CKBID：本馆资源挂接中央知
识库支持资源服务及大数据决
策服务。 

本馆数据管理（纸电一体化管理） 

全终端服务 

数据驱动价值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体系化的运行监控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业务重组与数据管理——以采编为例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采购策略 

利用数据挖掘、聚类分析等技术，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与馆藏的关系、学术水平等），再结合经费预算和学校学科专业情况设定的采购策略，得出采购指数信息，

对资源进行为维度的评分，为图书采购人员提供科学依据，为馆藏资源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准确、全面的分析与预测。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任务面板 

01 

任 务 置 办  

02 

任 务 推 送  

03 

系 统 通 知  

04 

任 务 搜 索  

05 

与本馆员相关的工作会以任

务列表的方式展现在任务面

板上，馆员点击后直接开始

工作。 

 

馆员可将本次未完成的任务

放置任务面板上，或添加新

的日程安排，以便下次直接

进入具体工作流中。 

 

 

别的馆员已完成任务可推送

到下一个接手的馆员任务列

表里。 

当数据或者服务放生变化需

要馆员维护的时候，系统将

以任务的方式推送给相关馆

员。 

 

任务搜索框可以输入功能菜

单、具体批次、记录号等标

记帮助馆员直接进入具体工

作流程中。 

 

采编工作流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采编工作流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自动化编目 

自动化编目服务，对

订购元数据自动关联

查重，自动推送元数

据更新，封面图片、

目录、全文链接等，

减少馆员维护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以云服务为例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数据安全 

 
• 敏感信息加密存储 

 
 
 

身份证号、密码等信息都经过加密或脱敏处理后存储在数据库。 

 
 

• 多重数据备份 
阿里云定时备份 

脚本定时备份到本地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2、智慧图书馆建设实践 

这是最好的方案吗？ 
 
如何证明？ 

Smart library construction practice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2019年5月18日，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闭幕会上，管委会主任正式对外发布了《中新天津生态城

智慧城市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新加坡公共事务对外合作局和ISO国际专

家组成联合团队进行编制，具体设定“基础设施、数据服务、智慧环境、智慧治理、智慧经济、

智慧民生”6类一级指标，根据先行示范、效果导向、突出特色等要求，确定了30项二级指标。 

 

智慧服务是图书馆的名片，如：目前图书馆行业已对外推出自动分拣机器人、盘

点机器人、迎宾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科沃斯机器人、贩卖机器人、支付宝办证、刷脸办证、

导航找书、扫码借书、刷脸借书、扫码听书、互动体验、手机导航找书、5G覆盖等一系列智慧

服务。 
 



基于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技术，与智慧城市、智慧文化相呼应 

更有效、更深入集成图书馆五要素（建筑设备、资源、读者、馆员、方法规则） 

对接其它行业和部门的服务（如与出版发行、物流、电商、银行的对接，与文化馆、博物馆等其它

文化机构整合，与智慧城市、智慧校园融合） 

能为用户提供按需的、感知的、泛在的、精细的、快捷的服务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为图书馆提供技术支持、业务支撑、数据仓储 

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各地兴起，智慧社会成为大势所趋 
 
图书馆面临的新挑战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网络空间成主体 

线上线下须结合  

空间：线下到线上 

资源：纸质到纸、电、数 
电子资源成主体 

纸电融合成必须 

服务：孤岛到融合 
嵌入服务成主体 

一体化成为必然 

读者：读者到用户 
网上用户成主体 

服务入口全终端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南京大学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建设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调整定位，实现管理与服务的精准转型与变革，在

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核心使命的发展过程中提供精准化服务和发挥出学校公共数

字化平台的最大效能。图书馆“十四五”期间的主要任务是“一平台四中心”建设，主要包括： 

  

1、文献与数据资源中心建设； 

 

2、图书馆学习支持中心建设； 

 

3、科研支持中心建设； 

 

4、古籍保护与文化传承中心建设； 

 

5、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服务支撑平台建设。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近期目标：120周年校庆  2022.5.20 
 
 



将物联网感知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 移动机器人技术结合 

实现自动化图书盘点与定位 

图书定位 智能避障 自主导航 人机交互 

基于RFID的 
精准图书定位 

基于CV的 
精准图书定位 

结合RFID与 
激光雷达的导航 

语音识别 
与人脸识别 

产学研、做好图情领域系列机器人的研发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核心技术最为关键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基础
服务 

应用
模块 

用户 

核心
服务 

供应商 图书馆 读者 

供应商/智能采选 纸电一体采购 一体化资源管理 

读者驱动服务 读者推荐 

电子资源分析 一体化资产管理 

分析决策 

读者生成内容 

机构服务 

用户管理 

学科管理 

新一代智慧图书馆服务数据总线(中央知识库+微服务开放架构） 

负载管理 

供采平台 

安全备份 技术支撑 系统维护 

读者服务平台 馆员服务平台 

数据存储 

第三方平台接入 

读者请求 

人工智能 

统一检索 

大数据服务 

运行监控 

打磨好新一代平台 

OCR识别 语音识别 人脸识别 认证服务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新云联盟服务目标 

联盟电子资源共享服务 

联盟大数据服务 

联盟资源建设分析 

联盟性的采选策略服务 

新联盟元数据共建共享 

联盟通用读者服务 

依托新一代智慧型图书馆服务平台的云服务模式，由原来的单体系统联盟模式升级为基于互联网云服务的联盟模式。在基于联

盟规则体系下，建立主动型的联盟服务，使联盟各馆在享受联盟资源开放与多元联盟服务的同时，共同致力于提高联盟的活跃

性、供给性、开放性，以及联盟对读者的多元化、精准化知识服务。 

云联盟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打造无边界、自助型、智慧化的服务体系  

3、智慧图书馆展望 
 Prospects for Smar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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