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时代的图书馆
知识服务

2020年7月6日 杨新涯



第一单元 啥子是知识服务？

信息-知识-情报



信息

知识

情报

文献 图书馆

• 信息是物质的基本属性，是客观世界中物质的状态和运动变化的反映。知识是被人类认
知到的信息。情报是知识传递过程中，使受众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知识。

• 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

• 图书馆是收集、整理文献（知识）并提供利用的社会机构，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
会制度之一。



文献发展的4个关键点

• 文字的出现（公元前3400年）

• 纸张（公元前3000年莎草纸）

• 活字印刷术（1000年毕昇，1440年谷腾堡铅活字）

• 计算机（1946年ENI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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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不同？

• 目录

• OPAC

• 联合目录

• 馆际互借

• 文献传递

知识

不足

• 科技查新

• 纸电融合

• 知识发现

• 个性服务

• 精准推送

• 学术评价

• 研究引导

• 知识产权

• ……

知识

过剩

二次文献



图书馆服务的三方面

图书馆

服务

文献载体

服务

知识服务

空间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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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方法

✓ 核心期刊的二次文献

✓ 主题词标引

✓ 归一化处理

✓ 引文分析

✓ 相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用途：管理与决策的智库、课题选题、高被引方向



欢迎商榷

• 对象：一次文献内容

• 方法：纸电融合的、标准化的二次文献

• 手段：全数据化的

• 目标：解决知识过剩

• 服务：在线的、精准的、个性化的



第二单元 人工智能
无人工智能，无智慧图书馆



• 2016年1月，中国工程院启动了《中国人工智能2.0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
• 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了五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形态，即从数
据到知识到决策的大数据智能、从处理单一类型媒体数据到不同模态（视觉、听觉和自然语言等）
综合利用的跨媒体智能、从“个体智能”研究到聚焦群智涌现的群体智能、从追求“机器智能”到
迈向人机混合的增强智能[8]、从机器人到智能自主系统。

• 科技部启动建设了十五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分别是自动驾驶（百度）、城市大脑
（阿里云）、医疗影像（腾讯）、智能语音（科大讯飞公司）、智能视觉（商汤集团）、视觉计算
（上海依图）、营销智能（明略科技）、基础软硬件（华为）、普惠金融（中国平安）、视频感知
（海康威视）、智能供应链（京东），图像感知（旷视）、安全大脑（360）、智慧教育（好未来）、
智能家居（小米）。

• 科技部批准了十一个地方政府为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分别是北京、上海、合肥、
杭州、深圳、天津、德清（唯一一个县域地方政府）、重庆、成都、西安、济南。

• 2018年10月和2020年1月，科技部发布“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指南，指
南内容涵盖基础理论（深度学习、因果推理、博弈决策、群智涌现、混合增强智能、类脑智能等）、
技术（知识计算、跨媒体分析、自适应感知等）以及应用。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18年在信息学部设立了人工智能新的学科代码，包括人工智能基础、
复杂理论与系统、机器学习、知识表示与处理、机器视觉、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芯
片与软硬件、智能系统与应用、新型和交叉人工智能、仿生智能（类脑机制）和人工智能安全等。

• 我国的重点领域：互联网消费、自主驾驶、智能医疗和智能物联

引自：潘云鹤院士《自然》子刊《机器智能》的《中国迈向新一代人工智能》





南京大学：盘点机器人 清华大学：通借通还送书车

在图书馆的一些应用



深圳宝安图书馆：智能分拣机器人1个小时可以分拣2000册书籍 宁波大学：学术头条



重大圕的点滴应用

• 万方的咨询机器人
• 在线咨询系统
• 人脸门禁



人工智能的应用原则

• 节约人工
• 服务提升
• 成本合理



第三单元：人工智能+知识服务
大数据-超强算力

一次文献+二次文献



图书馆关心的问题？

• 1、数据馆藏，该如何建设馆藏数据资产？

• 2、门户安全，图书馆如何提高信息门户安全？

• 3、混合检索，图书馆如何实现不同文献载体的纸电合一检索？

• 4、智慧门户，如何提升信息门户的服务可见度？

• 5、学院图书馆，怎样给每个学院建立单独的虚拟学院图书馆？

• 6、成果管理，怎么管理学校的学术成果？

• 7、成果加工，该怎么自己加工学校的学术成果？

• 8、资源管理，该怎么管理数据库等电子资源？

• 9、智能报表，怎么提供智能生成馆员日常的统计数据报表？

• 10、读者运营，怎么生成读者的阅读分析报告？

• 11、数据发布，怎么大屏等多终端进行图书馆运行数据发布展示？

• 12、API标准接口，怎么杜绝不合理的接口费，建立数据馆藏API标准接口？

• 13、用户管理，怎么对图书馆用户进行分级分层管理？

• 14、统一认证，怎么对网络服务进行统一认证？

• 15、馆外访问，怎么支持网络服务的馆外访问？

• 16、数据汇编，怎么对对数据馆藏进行二次组织汇编？

• 17、移动图书馆，如何为读者提供移动端的服务？

• 18、知识发现，如何实现浩如烟海的知识发现？

• 19、原文保障，怎么提升资源原文保障水平？

• 20、信息素养，怎么开展信息素养服务？

21、课程图书馆，怎么开展嵌入式教学服务？

22、个人图书馆，怎么提供一站式的读者服务？

23、读者运营，如何实现对用户的积分运营？

24、采集加工，怎么对自有资源进行数据采集加工？

25、统计分析，怎么对数据馆藏实施统计和分析？

26、修订屏蔽，怎么对错误、敏感数据进行修订和屏蔽？

27、访问权限管理，如何设置分级访问权限？

28、资源查重，在资源订购评估时，如何进行数据查重？

29、打破信息孤岛，如何开展数据集成管理？

30、智能PDA，如何开展资源的智能荐购？

31、自主离校，如何简化离校审批流程？

32、查收查引，如何开展智能查收查引？

33、查新服务，可以在线优化查新流程？

34、自助借还，怎么减少人工服务，支持自助借还？

35、身份识别，怎么快速甄别用户身份？

36、馆藏建设，如何优化馆藏评价、调节馆藏资源？

37、智能采访，如何优化采购决策和采购流程？

38、三级导航，如何实现库级、刊级、偏级的资源导航。

39、流程再造，分散的单个流程应用，能不能重构和集中整合？

40、系统更换，原来的自动化系统不好用，是否方便更换？

Q





《锂离子电池：机器生成的当前研究摘要》
由机器学习算法总结了2016年到2018年的53000多篇相关论文，找出150多篇权威并将其摘要进行集合，帮助

读者进一步阅读原始的文章。



用户驱动的知识服务体系

读者

院系与

团队

图书馆

• 全文数据化
• 数据处理：自动编目、
自动标引

• 学科文献支撑
• ……



研究型读者

• 文献综述

• 项目选题

• 科研动态推送

• 投稿智能引导

• 成果推荐

学习型读者

• 用户偏好的搜索

• 精准和个性化的文献资源导读

读

者



院系与团队

院系决策者

• 研究团队发展态势与影响力分析

• 全球研究趋势分析

学科与团队负责人

• 学术热点/冷点分析

• 学科前沿分析

• 知识产权导航与分析



第四单元：三种手段
数据平台-机构库-馆员



1 数据及其平台

• 图书馆数据很多，但没有大数据

• 数据属于图书馆

• 图书馆对任何数据都要极度重视，以优化读者服务和
业务管理水平



像管理图书一样管理数据！

http://lib.cqu.edu.cn





策略一：用数据中心升级资源中心，建设“数据生产体系”。









策略二：场景化

微信访问

PC借阅
资源
检索

MB借阅

资源门类导航

校外访问

课程教辅导航

学科资源导航

资源推送

课程专题

科研专题

入馆教育

积分管理

资源订阅

热门资源推荐

个人资源推荐 留言评论

参考咨询

热门活动专辑

图书借还

科技查新

科研产出报告

知识产权服务

对标竞争情报
学科前沿

学术热点、冷点

学科报告

定题服务

科研动态

查收查引



策略三：用主动运营替代被动服务，建设“用户运营体系”。

身份画像

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教师、行政人员、科研人员

用户画像

正式读者、社会读者、特殊读者、校友读者

职称画像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实习研究员、 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研究员

职务画像

校长、副校长、学科带头人、院长、副院长、处长（主任、部长）、

副处长（副主任、副处长）……

部门画像、需求画像……

类型

主题

语言

源数
据库

年份

学科

读者
姓名

读者
类型

使用IP

所属
院系

目前
年级

读者
学历



2 馆员-知识服务能力

科研评价

• 学科发展评价

• 科研成果认定

• 重点人才评价

• 人才引进前期评估

• 人才引进后期评价

科研规划与学科规划

• 学科发展态势

• 学科研究热点和前沿

• 学科学术影响力

• 学科发展趋势

• 潜在重点学科

• 信息技术能力
• 需求设计能力
• ……



专业研
究能力

研究能力

智慧图书馆协

同创新中心
图情研究所

学术评价与分

析中心

开放学术论坛 科研奖励
基本业务科研

经费

馆内管理与服

务创新项目

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
• 研究馆员
• 学术型机构



3 机构知识库与相关方法论

机构

知识库

学术

成果总库



主要的关注点

可持续的数据

建设
网络服务 分析与决策







谢谢！

QQ：40018777

E-mail：xinya@cq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