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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图书馆发展趋势



Libra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undergoing significant transition……

重
新
审
视
图
书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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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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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Building Libraries for tomorrow

https://rendezvousbiblio.ca/2019/pdf/L
AERKESJakob.pdf

Architectural Quality and WOW factor（建筑质量和出彩的因素）
Flexibility（灵活性）：以适应新趋势及需求，适用各种功能
Digitisation（数字化）：多样性实体空间
Sustainability（可持续性）：在建筑、服务、规划和合作关系方面的可持续性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s（与环境交互）：建筑需与社区需求和功能结合 
Learning space（学习空间）：提供内容创建空间，如创客空间、工作坊、编程空间

图书馆是城市规划中社区活力
的象征、创造者和贡献者  

图书馆是数字素养的
“扩展图书馆”和推动者，
是跨文化和全年龄段的
图书馆和创新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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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代 图 书 馆
馆 藏 空 间 + 阅 读 空 间

藏 阅 分 离 ， 以 馆 藏 为 中 心 ， 单 向 阅 读

第 二 代 图 书 馆
开 放 空 间 + 活 动 空 间

藏 阅 合 一 ， 双 向 互 动

第 三 代 图 书 馆
藏 用 互 补

人 机 交 互 、 人 人 交 互 、 沉 浸 式 阅 读

回归+创新：“密集型仓储或将

重新成为图书馆馆藏趋势，释放

更多的空间用于多元的读者活动”



The NMC Horizon Report: 2017 Library Edition
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7图书馆版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of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y

技术趋势
Trends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Adoption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Libraries

提升对研究数据管理的关注度
评估用户体验

反思图书馆空间
图书馆用户角色的转变

跨机构合作
学术记录的发现本质

新
技
术
支
撑
面
向
未
来
的
图
书
馆
变
革

人工智能+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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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古籍、杂志…… 实体资源，以藏为主

图片、音视频、开放资源…… 数字资源，以用为主

ü 智能化馆藏基础设施建设

图书馆知识管理：智能化、机械化

人机交互、人人交互、沉浸式阅读…… 服务场景

灵感空间、学习空间、会议空间、表演空间…… 空间分区

ü 图书馆服务、空间功能设计

促进知识流通     创新交流环境

注重多元素养     激发社群活力

AI+IoT



智能化馆藏基础设施建设



智能化馆藏基础设施

E-infrastructures

数字资源
保存/管理

实体资源
保存/管理

……

数字化

密集型书库

移动盘点机器人/系统

图书上下架机器人



Books and other materials are stored in bins that are retrieved robots

韩国国立图书馆机器人



RFID 图书盘点智能机器人结构

倪劼. "RFID图书盘点智能机器人的设计与开发." 新世纪图书馆，2017(2): 6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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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创新服务功能分析



人人交互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人机交互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沉浸式阅读
Immersion reading

智能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



语音、视觉、动作……

图书信息查询 + 自主借书 + 咨询 + 导引 + 智能问答 ……

人
机
交
互



清华智能聊天机器人小图PC端

小图APP 小图微信

清华智能聊天机器人 国家图书馆机器人 机器人“吵架”

Ø 拥有听、说、视觉、运动和双屏互动显

示能力

Ø 实现了人脸识别、迎宾讲解、智能交互、

书籍检索、读者卡信息查询等功能

Ø 可以和公众智能交互，解答公众提出的

图书馆的相关业务问题



图书馆的用户从被动的媒介使用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和内容生产者

人
人
交
互
：

读
者
交
互
式
服
务



经验情感

思考

感官实践

环境 媒体

文本
再现

可交互
富文本

AR

手机
小程序

有声
读物

VR 沉浸式阅读

系统性/休闲式阅读外的革命性

阅读空间功能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智能化基础设施

Linked Multimodal Knowledge
关联的多模态知识

VR、AR、MR
沉浸式技术

量子纠缠
Quantum Entanglement

薛定谔的猫
Schrödinger’s Cat

公式 图片 表格 视频 音频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
联合超冷原子中心

首次拍摄到量子纠缠的照
片-“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阿兰·阿斯佩克特在1981年
发表的实验论文

二粒子纠缠态

量子中继器
Quantum Repeater

沉浸式阅读
Immersion Reading

通过多模态知识的关联给予读者具象的释义、联想、甚至体验

不仅限于阅读的一本书、一篇论文……

--以量子相关电子/实体读本为例



大洋洲 望庐山瀑布

星空 梦境 甜食有讲究

愚公移山

看中国/世界

沉
浸
式
图
书
馆
：
VR
全
景
图
书
馆
内
容

艺术与科幻

神话与科普

科学、地理、历史等科普内容

心脏与血液 肛肠生物 青铜时代



沉浸式学习体验：故宫博物馆——清明上河图全景VR



图书馆空间服务方案设想



NativeOS(Android/Windows/Linux……）

Display CPU GPU/DSP/VPU Camera

硬件Hardware

IMU Controller

XROS（VR/AR/MR)

ATW
ASW

Overlay&
Compositor

Optical&
Display

Input&
Haptics

3D Rendering Spacial Perception

Opengl GLES Vulkan Sensor Fusion SLAM

沉浸式技术XRCore

Streaming

Network

沉浸式多媒体XRMedia

XRServer

Video/Audio

AppStore

MediaCenter

交互界面XRUI

Luncher

WebXR

XRBroser

Unity Plugin

UE4 Plugin

DevTools

Setting

OtherApps

智慧图书馆馆藏基础设施

实体资源

多模态多来源馆藏资源

数字资源

人机交互 人人交互 沉浸式阅读

数据库/知识库/知识图谱……

加工机械化 图书上下架装置 图书盘点机器人

密集型书库

人
工
智
能

大
数
据

机器视觉识别

RFID

图书定位

自主导航

智能避障

人机交互

查借、阅读



Image图像 Vedio音频 Text文本

Image Vedio Text

Converged
instance database/graph

External knowledge

Open Resource

Database/Semantic Graph

All Things Connected All Things Intelligent

多模态知识关联——ALL IN ONE

学习

感知、体验

判断

规划

推理

决策

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



科技文献知识挖掘、组织与呈现



多模态资源库建设及沉浸式多媒体生成技术路径

张宪海,吴玲达,谢毓香,老松杨.基于分类的个性化视频故事的自动生成与表现技术研究[J].计算机应用研究,2000(07):18-20+85.
张小峰,谢钧,罗健欣,杨涛.深度学习语音合成技术综述[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1,57(09):50-59.
Simonetta, Federico et al. “Multimodal Mus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Retrieval: Survey and Future Challenges.” 201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ultilayer Music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MMRP) (2019): 10-18.



多模态资源库建设及沉浸式多媒体生成技术路线

2021年7月9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

研究所在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2021）上发布了跨模态通

用人工智能平台“紫东太初”

打造的虚拟人“小初”，形象展示出

不同模态间的互相转换和生成实例，

涵盖视频描述、智能问答、图像检

索、吟诗作赋、中文续写、双语翻

译、语音识别等多个功能。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705232486916333337

未来已来





当我们在思考和讨论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时，必须遵循的基本逻辑：牢记初
心，不忘使命——传播知识。因此，当知识的形态和载体发生变化时，图书
馆的服务也必须相应改变。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观点：

图书馆始终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性，但是技术是图书馆的工具而非目标

图书馆浩瀚的馆藏是图书馆空间服务创新的依托和来源，更是一种归宿

多模态知识融合是下一个支撑图书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知识服务的主体技术，而知识单元
的语义处理技术，包括识别、抽取、描述、组织与融汇则成为核心关键。

智能问答与智能综述将成为图书馆满足用户碎片化知识需求的主体方式，而沉浸式阅读必将
成为图书馆满足用户系统化知识需求的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服务的核心

数字化网络化对传统图书馆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智能化必将对图书馆员带来颠覆式影响，
如何重新塑造图书馆员的角色十分紧迫而艰巨！



谢 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