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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

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

第二代

+ 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

+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

第三代

+知识服务平台

+数据服务平台

第三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

——刘炜等，上海图书馆信息化建设，2016年



智慧图书馆关键技术

RFID 传感器 二维码 智能感知技术

 数据聚合技术 信息标注 语义关联 可视化

 泛在服务技术

基于SoLoMo的泛在信息服务

通借通还  武图之声 

信息素养游戏

定位技术

语义聚合 主题发现

微信阅读

  理论研究

  应用示范

——夏立新等，智慧图书馆研究与应用示范，2016年



• RFID、传感器、定位技术和二维码等技术已应用
于各类图书馆、图书馆设备、APP及微信平台上。

• 通过发展构建方便、廉价的智能感知环境实现用
户相关数据智能感知，例如24小时自助图书馆、
图书馆APP等。

感知技术

• 对馆藏资源和用户信息进行感知和收集，是智慧图书
馆建设的数据基础。

• 其感知和收集数据的质量好坏、速度快慢直接影响到
高层应用的设计与开发。

• 智能感知技术的研究是实现图书馆内“馆”、“人”、
“物”信息的快速感知和收集。

智能感知关键技术

• 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关联，是智慧图书
馆建设的重要内容。

• 其数据聚合的广度与深度将极大影响数据开发及服务
的质量。

• 数据聚合技术的研究是实现图书馆“物”、“人”之
间有效关联。

数据聚合

• 以本体、关联数据等技术实现馆藏资源的语义
描述及关联。

• 以社会标签等技术实现馆藏资源的大众标注。
• 实现馆藏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数据集成和资源聚

合，例如非遗信息资源聚合等。

聚合技术

• 通过物理空间的整合集群管理和无线数字虚拟环境的构建
来打造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任何用户能够无所
不在、无时不在的享受图书馆服务，是智慧图书馆的最终
目标。

泛在服务

• 依托无线广播、移动手机等多种技术手段实现
图书馆服务的3A目标，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使用任何工具。SoLoMo，即Social（社交
化）、Local（本地化）和Mobile（移动化），
是基于LBS和SNS 的技术集成。

服务技术



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

• 资源价值与社会价值

• 信息资源

• 空间资源

• 文化资源

• 社会价值体现在民众可以平等自由地利用图书

馆资源。

• 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文化中心

——程焕文，上海图书馆学会年会，2012年



信息资源建设与信息技术

数字化问题
数字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主要借鉴现有一般馆藏资源建设的工具、方法与

技术，特别是与文化相关的各类资源并未形成具有自身独特特征的体系

和方法，也缺乏完整的针对性的数字化工具。

语义化问题
数字资源的语义化应用程度不够，资源描述没有深入到揭示资源“微内

容”特性的知识单元，在语义组织、挖掘与分析层面。

关联化问题
图书馆数字资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馆或者少数联盟体内的应用，要能

实现不同来源异构资源的整合，要有众包思维，发挥群体智慧，要能支

持开放式创新，真正发挥图书馆资源的价值。

解决方案：从资源库到知识库，开放数据与

关联数据，信息资源聚合等。

图书馆虚拟漫游系统



空间资源利用与信息技术

• 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
• 随着服务环境、服务理念和技术的变革，图书馆提出

了“信息共享空间”、“第三空间”、“创客空间”
等虚拟和现实空间交互的理念。

• 虚拟技术的发展是对图书馆实体空间功能价值的一种
挑战，迫使图书馆人重新思考图书馆实体空间的价值，
如何行使作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文化中心的使命。

• 用户管理与用户服务
• 新技术催生了各类新应用，各类创新用户服务层出不

穷。比如：实体IC卡虚拟ID卡Social ID卡。

• 创客空间建设
• 图书馆是创客空间的理想平台（图书馆真正成为思想

和创意的孵化器，图书馆空间也得以充分利用）；图
书馆与创客空间社会价值趋于一致；创客空间有助于
图书馆实现转型与超越。

• 解决方案： SoLoMo 、VR/AR技术、物联网/
传感器、3D打印等。 集馆藏、学习、数字资源服务、娱乐休闲

于一体的图书馆内部实景



文化传承传播与信息技术

• 文化内涵表征和表现问题

• 传承对于保真还原的要求

• 传播对于广泛接受的要求

• 例如：高清视频与微视频

• 文化传承是图书馆的重要使命，而传播是最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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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之一数据库技术

• 数据库技术是运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数据库
（资源库）是文化传承和传播常见的基础工作。

•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 一系列民间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国家文化

资源信息平台建设”、“民族文化数字化技术
研究及示范应用”、“中国史诗百部工程”等。

• 以此为基础建成系列专题数据库：“中国民间
文学数据库”、“中国戏曲多媒体数据库”、
“中国古琴文化数据库”、“中国传统节日史
志文献数据库”等。

• 《格萨尔王》影音数据库



数字化技术之二数字影像技术

• 数字影像是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创作的视频

图像。

• 敦煌莫高窟壁画保护

• 以往长期采用传统临摹技术复制壁画图像，

很难持久且没有保真性。20世纪90年代，

对于莫高窟壁画的保护和开发开始采用数

字影像技术和多光谱成像技术，既完整记

录并展现了古老壁画，又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洞窟内的自然环境。



数字化技术之三3D技术

• 3D （Three Dimensional）技术在古城的建

模和数字复原、遗址修复、文化遗产教育等

文化保护领域运用较广。

• 斯坦福大学“数字米开朗琪罗计划”

• 故宫博物院的“虚拟紫禁城”项目



数字化技术之四VR与AR技术

• 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VR）使人
能够沉浸在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境界中，并
能够通过语言、手势等自然的方式与之进
行实时交互。

• 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AR）
是在VR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其将虚
拟数字信息叠加在现实环境之中，并通过
显示设备将这种虚实融合的场景加以呈现，
能有效增强体验者对真实世界环境的感知。

• 欧洲ARCHEOGUIDE 项目

• 数字圆明园增强现实系统



数字化技术之五3S技术

• 3S技术包括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全球定位系统
（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遥感
（remote sensing，RS）在内的“3S”为实
时空间信息的获取、处理、更新提供了强有
力的工具。

• 苏格兰十大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 非洲文化遗产遗址和景点数据库



其他数字化技术

• 数字动画技术
• 民间文学类非遗与动漫产业的结合

• 主题图技术
• 体现昆曲和京剧的演化和交融

• 动作捕捉技术/表情捕捉技术
• 对歌、乐、舞相结合《编钟乐舞》

进行动作捕捉

• CT技术
•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Computed 

Tomography）在保存和传播古代
石器工艺中发挥作用



国家图书馆自建资源——地方志

国家图书馆自建资源——数字化拓片

数
字
传
播
形
态
之
数
字
资
源



美国往事：该工程以美国历史为主，将图片、文字、声音
有效地结合起来，对国民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和教育改革。

地方特色数据库



数字传播形态之数字场馆

• 在技术层面，数字博物馆与数字图书馆

是相类似应用。

• 在业务层面，数字博物馆相对传统博物

馆有一定优势。

• 展品的无限复制；多样呈现方式，并可

传递给参观者更丰富的信息；不受时间

和空间限制，可随时随地探讨和领悟历

史文化；方便检索与研究等。

•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数字传播形态之动漫游戏

• 动漫既是娱乐方式，又是传播媒介，尤其
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极大影响。

• 严肃类游戏（serious games，SG）是带
有教育目的的游戏。

• X. F. Wang等采用虚拟场景建构、自然景
观模拟、游戏设计与开发等技术，为剪纸
艺术开发了一个浸入式剪纸游戏平台。

• C. H. Huang 和Y. T. Huang介绍了严肃
类游戏Papaqwaka在台湾泰雅族部落信
仰、仪式、习俗等非遗传播中所起到的作
用。

• S. Kolay提出将游戏、动画等方式用于印
度传统艺术和手工技能的传播，以此吸引
和教育年轻人，促进传统手工艺的复兴。



数字传播形态之数字媒体

• 传统媒体数字化
• 电视，广播，报纸，刊物，户外等传统媒体形态的数

字化发展。

• 新媒体
• 新媒体概念比较宽泛，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

字电视等。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 自媒体
• 自媒体平台包括博客、微博、微信、百度官方贴吧等

网络平台。

• 自媒体往往采用新媒体渠道传播，继承了新媒体的传
播特点，所以也在新媒体的范畴之内。

• 全媒体
• 采用文字、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体表现

手段（多媒体），利用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
版、报纸、杂志、网站等不同媒介形态（业务融合），
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以及互联网络进行传
播（三网融合），最终实现用户以电视、电脑、手机
等多种终端均可完成信息的融合接收（三屏合一），
实现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
任何想要的信息（5W）。



移动数字报纸（手持式借阅）
电子报阅读（触摸屏服务）

数字电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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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挖掘是图书馆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方法手段。

• 《人文社科研究中文本挖掘技术应用进展》（2012）

• 《文本挖掘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典型应用述评》（2012）

• 《文本挖掘工具述评》（2012）

• 《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2012）

• 《MONK项目及其对我国人文领域文本挖掘的借鉴》（2012）



知识库能有力支撑图书馆各类咨询服务。

• 知识库是知识服务的基础

——《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系统知识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2012），《智库知识库的构建研究》（ 2014 ）

• 基于知识库可实现自动问答

——《联合虚拟参考咨询中的自动问答系统设计与实现》（2012）

• 基于知识库可实现查询扩展

——《语义查询扩展在虚拟参考咨询知识库中的应用》（ 2013 ）

• 网络资源能丰富图书馆知识

——《上海图书馆联合虚拟参考咨询知识库答案格式规范的研究》（2012），《面向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开放式网络百科信息质

量的控制》（2015），《百度百科网页质量的自动化评价》（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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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烹饪文化遗产

法国美食大餐 (2010) 传统墨西哥料理 (2010)

地中海饮食 (2013) 韩国泡菜 (2013)日本和食 (2013) 传统克维乌里酒缸酒 (2013)

土耳其keskek (2011)
&土耳其咖啡 (2013)

克罗地亚姜饼 (2010)



构建中华烹饪文化知识库，结合领域知识进行挖掘分析。

• 领域本体及专题知识库构建

——《基于领域本体的专题库构建——以中华烹饪文化知识库为例》（2013），《中华烹饪文化领域本体构建

及其应用》（2013）

• 领域本体能优化文本聚类

——《基于领域本体的知识库多层次文本聚类研究——以中华烹饪文化知识库为例》（2013），《专题知识库

中文本聚类结果的可视化研究——以中华烹饪文化知识库为例》（2014），《An Ontology-based 

Hierarchical Text Clustering Method》（ICIS 2015）

• 领域本体能优化文档检索

——《利用领域本体优化文档检索的研究——基于KIM平台的设计与实现》（2013）

• 领域本体能优化案例推理

——《基于案例推理的菜谱推荐系统研究》（2013）



与“八仙过海”相关联的概念与实例

    文本层次聚类

    文本相似度计算

    文本表示

    文本预处理

分词 去停用词 词性标注 词位置标注

    特征选择

词到所有概念

的转换

非概念特征词

选择

    特征权值计算

高层级特征概念

的权值计算

非概念特征词

的权值计算

基于高层级概念

的文本相似度计算

基于非概念特征词

的文本相似度

第一层级

文本相似度计算

第一层级

文本层次聚类

树状组织聚类结果

与主题发现

概念间语义

相似度计算

领域

本体

领域

本体

低层级至高层级

概念的转换

所有层级特征

概念的权值计算

基于所有层级概念

的文本相似度计算

第二层级

文本相似度计算

第三层级

文本相似度计算

第二层级

文本层次聚类

第三层级

文本层次聚类

基于领域本体的知识库多层次文本聚类框架

烹饪文化领域本体部分展示图

菜谱推荐系统模型



可视化树图展示示例

可视化散点图展示示例

文本聚类结果的可视化树图展示

文本聚类结果的可视化散点图展示



非遗数字资源建设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抓手，好的信息组织能充分发挥
数字资源利用价值。

• 《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建议》（2014）

• 《非遗数字资源的元数据规范与应用研究》（2014）

• 《基于关联数据的非遗数字资源聚合研究》（2014）

• 《非遗数字资源中基于时空维度的传承可视化研究》（2014）

• 《基于主题词表的亚健康人群食疗知识库设计与构建》（2015）

• 《主题图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组织中的应用研究》（2015）

• 《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及演化分析》（2015）

• 《融合关联数据和分众分类的徽州文化数字资源多维度聚合研究》（2015）



元数据模型及其相互关联示意图 非遗项目“瓯塑”的专题网站

都昌县青阳腔艺人地域传承可视化 彭泽县青阳腔艺人地域传承可视化



《基于主题词表的亚健康人群食疗知识库设计与构建》（2015）

33

系统实现了基于主题词表的检索优化，如在搜索框中输入“没胃
口”，可看到系统提示“您的检索词规范为：食欲不振”，即已
将输入词转化为主题词后再进行查询。



 

《主题图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组织中的应用研究——以京剧、昆曲为例》（2015）

               
双击“京剧”主题后的联接图效果（左）和展开“非遗/传承人描述”关联后的联接图效果（右）



《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及演化分析——以两岸同源“歌仔戏”为例》（2015）

图1是从全面的角度
来展示歌仔戏的发展，
突出了歌仔戏的活态
性，也更直观地表明
了其演化过程，有利
于对歌仔戏发展的整
体把握。其中，红色
线条代表了歌仔戏发
展的时空间路径。即
线条由上往下代表时
间的前进，同时线条
在区域之间的移动变
换，代表了歌仔戏在
两岸之间的传播，每
一条路径所对应的事
件集及事件如其右所
示。

这一部分可视化是对左
图宏观性展示的进一步
细化以及探讨，不仅突
出了歌仔戏单个关键事
件的丰富信息，同时也
通过坐标曲线展示了歌
仔戏整个发展过程中的
繁荣度变化。



《融合关联数据和分众分类的徽州文化数字资源多维度聚合研究》（2015）



传播是最好的传承，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数字传播

•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述评》（2017）

• 《我国非遗保护机构官微利用现状及优化策略》（2017）

• 《语义出版技术在非遗数字资源共享中的应用研究》（2017）

• 《个体在剪纸文化内涵认知方面的偏差研究》（2017）

• 《记忆工程视角下的非遗信息资源建设》（working paper）

• 《基于主题图的台湾文化旅游信息资源组织》（working paper）

• 《非遗数字传播中的技术采纳研究》（working paper）

• 《基于机器学习的剪纸图片自动分类研究》（working paper）



原始文本（部分）

语义增强文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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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出版社
其他资源

楚剧 百日缘 

荞麦馍赶寿 思凡

杜十娘  三世仇 迓腔

声腔流派 悲腔

 李百川 仙腔

女迓腔 武汉楚剧团
关键词

知识组织体
系（部分）

插图1

表1  数据

 图2   数据

RDF1：资源细节

RDF2：相关数字资
源细节

资源摘要

出版社详情
http://www.theatrebook.cn/

相关人物

高月楼 沈云陔
章炳炎 陶古鹏
杨少华 黄楚材
李百川 李雅樵

《楚剧志》应用语义加强后资源、文档以及RDF等
数据文件关联关系

楚剧资源语义出版平台部分数字资源展示

台湾妈祖文化旅游信息资源部
分主题类型及关联关系图 台湾妈祖庙景观



眼动仪测试实验样本 岳母刺字（故事传说类主题）

注视点轨迹图 注视点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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