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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驱动图书馆变革
∗

□储节旺　陈梦蕾

　　摘要　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经济数字化、社会网络化和生活智能化,并在加速驱动图书馆变

革,从图书馆构成要素分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加速替代馆员,图书馆管理少人乃至无人化;
促进馆藏资源数字化、资源组织智能化;实现用户服务的个性化、精准化;催生馆舍智能化、阅读

学习场景化和空间虚拟化.通过增强型变革、解构型变革和新生型变革,将传统图书馆变革成为

具有无人化、数字化、个性化、场景化和智能化五大特征的新型图书馆.文章尝试构建了人工智

能对经济社会影响的“I”模型和人工智能对不同岗位人力的替代作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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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５６年,麦卡锡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这一概念.人工智能是指研

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其研究内

容包括:知识表示、自动推理和搜索方法、机器学习

和知识获取、知识处理系统、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

视觉、智能机器人、自动程序设计等方面.目前,人
工智能是与基因工程、纳米科学并列的２１世纪三大

尖端技术之一,在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翻译、智能搜

索、自动驾驶、医疗、新能源以及航空航天工程等领

域取得了广泛应用.人类正在经历以人工智能为引

领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人工智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曲折发展阶段,

２０１７年迎来了被称为人工智能应用发展的新元年.
该年,被称为“人类最后希望”的天才的世界围棋冠

军柯洁以０比３负于只靠着深度学习成长起来的

２０版本的“阿尔法狗”(AlphaGo),困扰着人工智能

领域发展多年的难题已然被攻克.深度学习引爆了

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推向一个新高度.同年７月,
«科学»杂志发布“人工智能改变了科学”特刊[１].

近些年,企业界掀起人工智能应用浪潮,谷歌和

百度分别推出了“谷歌大脑”和“百度大脑”计划,腾

讯和微软也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与此同时,各

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落地的政

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

了题为«为人工智能未来做准备»和«国家人工智能

研究发展战略计划»的两份重要报告;英国发布了

«人工智能:机会和对未来决策的冲击»等报告[２].
２０１７年７月到１２月,我国陆续发布«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

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以及«促进新一代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等
一系列有关 人 工 智 能 的 政 策 文 件.人 工 智 能 于

２０１７年首次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实施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
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

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２０１８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再次强调“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这次提

法不同以往,将人工智能单列出来,足以体现其重要

意义[３].２０１７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７００亿元,随着国家规划的出台,各地与人工智能相

关的建设逐步启动,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人工智能

核 心 产 业 规 模 将 超 过 １６００ 亿 元,增 长 率 达 到

２６２％.硅谷全球数据研究机构PitchBook发布报

告显示,２０１７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总投资额已经

超过１０８亿美元,相较于一年前增长了近一倍[４].人

工智能在未来将着力在经济、制造、医疗、交通等方面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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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相关应用,成为领跑全球经济的新增长点.
图书馆工作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工作,需要较

高的专业素养和智力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特

征则在于其能够借助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完

成人类无法完成的诸如采集、分析、统计、归类等任

务,并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正如一直以来,图书馆对

信息技术的采纳都是积极主动的,在人工智能时代,
图书馆亦将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尝鲜者.早在１９８３
年,孙小焕就在«赣图通讯»上发表了«机器人用于图

书馆»,这是国内第一篇介绍机器人技术在图书馆应

用的文章[５].而国内最早介绍人工智能应用的文章

是程茂荣在１９７３年的«自动化»杂志发表的«一种具

有“视觉”功能的机器人传送带系统»,该文介绍了日

本的“视觉”机器人在物件识别上的应用[６].由于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曲折反复,其在图书馆的应用和

研究也长期徘徊不前,直到１９９７年,我国图书馆学期

刊中关于人工智能研究的论文每年均没有超过１０
篇,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达到一个小高潮,年发表论文分

别为２４篇和１８篇,２０１７年有显著增长,达到５８篇,
特别是«图书与情报»杂志将２０１７年第６期作为“人
工智能与图书情报”专辑,集中推出吴建中、王世伟、
黄晓斌、叶鹰、李广建、黄水清等学者撰写的１８篇论

文,颇有蔚为壮观之势.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７月,
探讨人工智能和图书馆关系的论文已达２１３篇.

纵观已经发表的论文,研究内容主要是人工智

能在各类图书馆的建筑设计、知识组织、决策系统、
信息检索、读者服务、个性化服务、文献采购、参考咨

询等方面的应用.代表性的有:①整体影响层面:兰
卡斯特(F．W．Lancaster)和史密斯(LindaC．Smith)
于１９９０年主编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会改变图

书馆吗?»,收录１２篇论文,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人工

智能对图书馆的影响.吴建中、王世伟有多篇文章

也分析 了 这 种 影 响,认 为 人 工 智 能 将 重 塑 图 书

馆[７][８].苏云等提出人工智能应用的三层结构,包
括基础支撑层、技术驱动层和场景应用层,并据此提

出“人工智能＋图书馆”的应用框架,包括虚拟助理、
虚拟服务、精准化管理等８个应用场景[９],张兴旺、
刘寅斌、胡亚萍研究 AlphaGo、谷歌大脑对图书馆研

究方法论、服务模式、知识服务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提示应注意人工智能的五化特征:进化、退化、异化、
演化、黑化.罗宾(Rubin)等研究人工智能体对图书

馆的影响[１０][１１],调查了加拿大排名前２０的图书馆

利用智能体提供的在线访问服务[１２].②业务影响

层面:魏晓平、肖贤勇、唐晓波、李新星、董良广、邓逸

珏等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人工智能对图书馆知识服务

的影响[１３],刘健提出数字图书馆基于本体规则推理

和语义相似度计算、基于关联语义链、基于谱聚类等

三种服务推荐方法[１４].张兴旺提出信息智能推荐

业务链[１５],冯慧瑛提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采购[１６],
郭山 等 提 出 采 用 机 器 人 进 行 参 考 咨 询[１７].蔡

(Tsai)研究如何利用自适应共振理论(adaptiveresＧ
onancetheory,ART)和数据挖掘技术在数字环境

下进行文献推荐[１８].③技术应用层面:邓三鸿认为

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是人工智能的核心,
它是根据已知的信息对事物产生的可能原因进行分

析、学习,对未知情况做出推断或预测,其实质是利

用算法来分析海量数据[１９].郭利敏等介绍 TensorＧ
Flow进行机器学习的基本方法及在图书馆领域应

用的可能和场景[２０],王艳探讨实时咨询机器人的开

发及其在图书馆的应用[２１],倪劼设计与开发对装有

无线射频技术芯片的图书进行盘点的智能机器

人[２２].另外还有研究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机器人“小
图”、上海图书馆的机器人“图小灵”等的设计和应

用.艾利森(Allison)研究图书馆如何应用聊天机器

人开展参考服务[２３],还有学者使用一个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定制方案来表示问题域以构建知识管理系

统[２４].这些研究概括而言,基本认同人工智能将对

图书馆带来深远影响,并将重塑图书馆的业务模式,
但大部分是人工智能影响的一般介绍和应用性研

究,对其影响的机理和领域等深入探讨不够,本文希

望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２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变革的作用框架

２．１　人工智能的发展基础和表现阶段

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依赖大数据、计算机的运

算力和体现人类智慧的算法这三大关键因素.目前

这三大因素,特别是大数据和运算力获得了长足发

展,这是人工智能突然出现快速发展转折点的根本

原因.深度学习算法是人工智能进步最重要的条

件,也是当前人工智能最先进、应用最广泛的核心技

术.２００６年,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教授

提出深层神经网络逐层训练的高效算法,之后,深度

神经网络模型的研究和应用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重

要前沿.深度学习算法模型也经历了一个快速迭代

的周期,深信网络(DeepBeliefNetwork)、稀疏编码

(SparseCoding)、递归神经网络(RecursiveNeural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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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Neural
Network)等各种新的算法模型被不断提出,其中卷

积神经网络(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CNN)
更是成为图像识别领域最炙手可热的算法模型[２５].

在这三个关键因素的影响下,人工智能呈现出

三个发展阶段:①会计算、能自动控制的弱智能阶

段,目前已经比较成熟;②会识别、智能控制的强智

能阶段,目前发展势头正猛;③会理解、自主控制的

超智能阶段,这是未来人工智能实现的目标[２６].任

何技术的发展都是要为人类服务的,人工智能带来

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数字化、社会的网络化和

生活的智能化.这“三化”的程度都是由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水平决定的.国家提出的“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核心也是通

过人工智能促进人人、物物、物人的智能互联,而互

联产生的数据需要人工智能才能被人类更好地利

用.图１为人工智能“I”模型.

图１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社会的“I”模型图

２．２　人工智能正在变革图书馆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将引起社会的全方位的

深刻变革,图书馆作为社会的组织形态之一,必不可

能置身事外.在资源采集、信息组织、图书推荐、数
据统计、新媒体服务、信息检索、查新查引、读者活

动、特色资源建设、古籍开发与利用、学科竞争力分

析、人才评价等服务项目中,人工智能都将发挥重要

作用.«国际图联趋势报告»«新地平线报告２０１７年

图书馆版»都将人工智能列为图书馆的最主要的发展

方向之一[２７,２８].在推进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服务深度

融合的过程中,工作量大的业务或环节可优先考虑智

能化,创新性的业务活动、高度依赖人的智力参与的、
工作量小的业务或环节可以稍后实现智能化.目前,
图书馆正在积极推出下一代管理系统,该系统就是致

力于整合全部馆藏资源,对资源进行全方位统计分

析、智能化组织利用,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正在被人工智能所变革,这种变革表现

为三种形态:一、增强型变革.通过对人工智能技术

的采纳吸收,增强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但还没有改变

图书馆的职能结构、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二、解构

型变革.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被采纳,服务的

方法方式、服务主体、服务流程等被解构,并按照智

能化、自动化的流程进行重新整合.三、新生型变

革.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一定程度后,图书馆的一

些职能消失或被替代,但有一些新的职能、工作方

法、管理制度将会出现,甚至孕育出完全不同的图书

馆形态.见图２所示.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的变革,可以从要素层面、业

务层面、整体层面进行剖析.但显然要素分析是基

础,是从业务层面和整体层面分析的依据和前提.
关于图书馆的构成要素,１９１２年陶述提出“图书馆,
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和读者”,１９３２年杜定友认

为图书馆有书、人、法三个要素.１９３４年刘国钧提

出图书、人员、方法和设备四个要素.１９５７年他又

提出了五要素说,认为图书馆由读者、图书、领导和

干部、工作方法、建筑和设备五要素,另有黄宗忠的

“七要素”[２９].后来的学者所提的要素观点表述有

差异,但基本没有超越这些框架,代表性的有吴建中

提出的人、资源、空间三要素[３０].本文从馆员(人)、
资源、服务、空间四个要素解析人工智能引发的变

革,认为人工智能将催生出具有无人化、数字化、个
性化、场景化、智能化五大全新特征的未来图书馆形

态.见图２所示.

图２　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的特征和变革

３　人工智能加速替代馆员,图书馆管理趋于少人乃

至无人化

３．１　人工智能替代人力资源的理论解释

人是任何组织中最具创造力的要素,莎士比亚

在著名的剧本«哈姆雷特»中写过这样一句话:“人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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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３１].前三次产业革命都

是模拟延伸人的肢体,而人工智能是模拟、延伸和扩

展人类智能的技术,它将对“只有人才是万物之灵”
的传统观念发起挑战.«福布斯»杂志２０１４年发表

的文章、牛津大学２０１３年发布的«未来的就业»报告

以及麦肯锡公司发布的«失去与被创造的工作:自动

化时代的劳动力转换»,均对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有

论述.
按照人工智能发展的三个“智力”阶段,即已被

广泛运用的能存会算(运算智能)阶段,到正在大力

推进,即将大规模应用的能看会认(感知智能)阶段,
和未来发展到的能理解会思考(认知智能)阶段[３２].
在这三个阶段,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将日益明显,
替代顺序是从机械重复型劳动岗位(岗位人数最

多),到知识型工作岗位(岗位人数较多),再到创新

型工作岗(岗位人数较少).不同的行业,替代线的

斜率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对人力的替代

能力呈现出差异性.见图３所示.

图３　人工智能对不同岗位人力的替代作用

(注:斜线左片面与三角形重叠区域为被替代区域)

根据图３可以看出:①人工智能对程序性工作

的替代能力强;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替
代能力也将不断增强;③人工智能不能替代人类所

有工作.
３．２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的替代趋势

图书馆是人力资源相对集中的单位,且人员素

质差异较大.由于众多原因,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

几无可能.人工智能替代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的趋势

不可避免,将表现在推动图书馆人力资源队伍向小

型化、高级化方向发展.
一、队伍规模小型化:馆员队伍将大幅度压缩.

人工智能的引入首先就会冲击对人的智力要求较低

的重复性、简单型、标准化的劳动岗位.这在社会上

已开始 显 现,如 京 东 公 司 十 年 后 员 工 数 量 削 减

１/３[３３].２０１６年５月,富士康昆山工厂引进大量机

器人,解雇了６万名工人.公开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

我国的机器人替代率同比增长３０９％[３４].图灵奖

获得者霍普克罗夫特认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到这

样一个时代,只需要现在２５％的劳动力就能满足我

们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３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引入,图书馆一些岗位的人将会解放出来,如图

书借还岗、导读岗、展览讲解岗、特藏书库保管岗、采
编岗、基础服务咨询岗等,以及一些目前已经被外包

的岗位,如图书搬运、保安、保洁等.人工智能第二

阶段的智力水平可以替代图书馆５０％以上的现有

岗位.目前高校图书馆借阅岗位的馆员数量几乎占

总量的４０％~５０％,而这部分工作现在基本上可以

被人工智能所替代.当然,替代的是员工,这些岗位

的职能依然会存在.
第二、队伍结构高级化:馆员素养趋向高级化,

知识密集型馆员明显增多.在很多岗位的员工被人

工智能替代的同时,一些新兴岗位将会出现.未来

人工智能对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变革,可以从教导技

能、连接人机和关照他人三个维度进行,这三个维度

都有很多不断发展的空间[３６].如教导技能的岗位

可以是:机器人训练师、创意辅导师、文化辅导师等;
连接人机的岗位可以是:数据分析师、算法工程师、
知识工程师、计算实验员、图像识别工程师、界面设

计师等;关照他人的岗位可以是:服务于儿童的教育

员、服务于老人的陪走陪聊师(walker/talker)、服务

于心理问题的阅读疗法师、心理调适师等.

３．３　从自助图书馆到无馆员图书馆

自助图书馆打破了传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无
人值守却昼夜持续服务[３７].自助图书馆本质上是

图书馆业务环节的小型缩影,虽无员工参与,但借

书、还书、办证、预约图书、快递到家,无一不是图书

馆的核心业务.原本需要人参与的知识型工作被自

助机器所取代,知识工作的自动化提高了效率和便

民性,使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跨上了新台阶,
也反映了新一代的图书馆员正在努力思考人工智能

对图书馆的可能冲击并积极应对.
无人值守超市的轮番亮相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无限可能.２０１７年亚马逊公司的 Amazon
Go是一个典型的无人超市案例,它通过自助检测与

跟踪系统捕捉并追踪消费者在店内的所有行为,采
用人脸识别确认亚马逊用户的账号身份,通过货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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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红外传感器、压力感应装置、荷载传感器和摄像

头图片对比检索判断货物是否被拿起/放回,以及是

否在正确的位置,以室内定位技术(图像以及音频分

析、GPS以及 WIFI信号定位)判断商品和人的关

联,以绑定的信用卡等支付方式结算[３８].这些技术

同样能在无人值守的图书馆中发挥很好的作用.未

来图书馆依托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算法、传感器定

位、图像分析等多种智能技术,可实现２４小时无人

管理.无人管理并不意味着人的参与度为零,而是

在复杂的业务处理环节上引进新型智能化机器人,
更好地协助人类工作.

４　人工智能促进馆藏资源数字化、资源组织智能化

４．１　资源采集智能化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对图书馆纸本资源和

数字资源采访进行自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能够随

着采访内容的增加自主选择并调整采访形式,从而

达到最优水平.
第一、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实现图书馆读者驱

动采购((patron－drivenacquisition,PDA).图书

的采访工作不是独立的,它必须通过有效的传达机

制,准确反映读者需求.人工智能技术在面向自然

语言方向有机器翻译、语义理解和情感分析等具体

技术分类,为图书馆的采访工作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解决方案.即依托本馆的用户信息库和馆藏,在后

台进行大数据的抓取和分析,运用强化学习,对读者

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产生有效回馈,帮助图书馆

对馆藏进行规划.
第二、智能采集开放获取资源.随着开放获取

运动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互联网上存在越来越多

的开放获取资源,智能软件可以对这些资源进行采

集,弥补馆藏资源的不足,甚至可以根据预先定义,
自动构建特色资源库和专题库并及时进行更新.

第三、智能图书数字化.纸质图书数字化将是

目前及未来很长时间内图书馆需要面临的一项复杂

的工作.目前的数字化工作基本都是人工操作,速
度慢,效率低.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可以实现对纸

质文献的自动扫描,并能准确识别文字和图片.如

全自动机器人制造商Kirtas公司最新推出的划时代

的扫描机器 Kabis,其拥有完美模拟人手臂的真空

吸附翻页技术,甚至比人手翻页更加轻柔,最大程度

减少因人手的触碰对珍贵原件的损毁,每小时最高

达３３００页的全自动扫描速度,达到工业级数字化生

产的速度.Kabis曾参与 Google寰宇图书馆、微软

在线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英国剑桥大学图

书馆等机构的大型数字化项目[３９].

４．２　信息组织智能化

目前,每个图书馆的著录字段、格式、计算机管

理软件均存在巨大差异,就是每一座图书馆内部的

资源也没有统一的元数据标准,这极大阻碍了图书

馆内部和图书馆之间的信息组织统一化.我国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曾在文献编目统一工作上做出过努

力,制定了相关的文献编目准则,但最终仍未能实现

预期效果[４０].数字资源提供商和馆配商更是由于

各自的利益关系,没有构建出大家普遍接受的统一

的元数据标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图书出

版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增大了相关工作的难度.
针对这些难题,利用异军突起的人工智能技术,

从算法(如卷积神经网络、LSTM 序列、深度学习、基
于规则的推理算法、贝叶斯算法、K 最近邻算法、遗
传算法等)[４１]和技术方向(如大数据和统计分析、规
则决策等)等层面对异构异源信息进行统一标引和

揭示,可 以 大 大 提 高 资 源 利 用 率.最 新 推 出 的

Kabis机器人可自动实现元数据检索和创建 MARC
记录、DublinCore文件和 MODS文件[４２],达到了智

能组织信息的实用化水平.用人工智能组织信息比

其他信息组织方法更有希望获得理想的标引、揭示

效果,代表了信息组织自动化发展的方向.
４．３　馆藏组织智能化

传统的图书馆需要馆员手动整理各种新上架图

书、归还图书以及一些被乱摆放位置的图书.单靠

人眼去识别编号,存在很多问题:其一,工作任务繁

重,简单机械地重复这些可以让机器代劳的工作就

意味着对人才资源的浪费.其二,人工识别容易出

现漏找,被乱摆放的图书如果没有被馆员及时发现

并归位,则会造成下一位使用者的极大不便,人工智

能为馆藏整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
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自主分析馆藏内容、读者

阅读习惯、读者入馆后的行为习惯等大数据,通过强

化学习的机制,不断通过数据的更新产生回馈并对

馆藏整理方式(图书摆放位置、书架位置等)进行决

策和规划,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馆藏整理方案.结

合自动化和机械技术,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实现书籍

的自动归架.在上海图书馆的中文书刊外借室,两
排智能书架已开始试运行.智能书架可通过电子显

示屏上滚动的红字提示每本图书在书架上的具体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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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通过书架内置的 RFID 读写天线,可实现对每

本图书的精确定位、实时清点、错架统计[４３].加之

智能机器人的参与,通过将自动归架的编程写进机

器人的程序并不断训练,即可实现一整套的纸质馆

藏整理自动化.

５　人工智能实现用户服务个性化和精准化

传统图书馆出于自身工作流程及文献加工整理

方便度的考虑,在业务流程的设计中极少考虑用户

需求[４４].用户服务的个性化和精准化实现,有赖于

基于人工智能构建的用户画像(UserProfile).交

互设计之父阿兰库珀(AlanCooper)最早提出用

户画像的概念.用户画像又称用户角色(Persona),
Persona由 基 本 研 究 (Primaryresearch)、同 理 心

(Empathy)、真实性(Realistic)、独特性(Singular)、
目标(Objectives)、数量(Number)、可应用(AppliＧ
cable)的首字母构成.作为一种勾画目标用户、联
系用户诉求与设计方向的有效工具,用户画像在各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用户画像是标签化的用户行

为特征,其核心在于给用户“打标签”,每一个标签通

常是人为规定的特征标识,用高度精练的特征描述

一类人,如年龄、性别、学历、身高、专业背景、职业

等.不同的标签通过结构化的数据体系整合,就可

以组合出不同的用户画像[４５].
通过自然语言的人机交互方式,人工智能系统

会记录下用户的反馈及需求,存入信息反馈系统并

进行分类整理,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出最佳解决办

法并落实到图书馆工作的具体环节.同时,通过各

类感知系统,实时收集每一个入馆人员的信息,包括

阅读某本书籍的时长、各区域的停留时间、借阅图书

的信息、阅读速度等.读者反馈数据和设备系统感

知的数据,以及系统产生的数据、工作流数据等被收

集后,在系统中进行整合,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图

像和语音的智能识别及其他方面的深度分析,从而

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服务,如智能推荐资源、智能定

位资源、智能预约资源、智能咨询服务等,做到“未语

先知、语罢已知”,给读者带来更好的使用体验.如

图４所示.

图４　人工智能提升服务个性化和精准化

５．１　智能推荐图书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为读者自动推荐图书,完
成“智能检索———智能获取信息———智能推荐至用

户”这一运作模式.人工智能可以分析用户的搜索

行为、职业背景、兴趣爱好,也能够分析用户入馆后

的一系列活动数据,包括区域停留时间、图书借阅记

录、电子图书的阅览记录等,自动生成读者需求的图

谱,为用户制定出个性化的推荐书目,新上架的图书

会被按需推送到用户的移动终端上.具有相同或相

似兴趣和行为的用户会被系统自动分类,推荐到合

适的书香社区,方便他们开展读书方面的交流分享.

５．２　智能导航和图书定位

读者在查询到目标图书后,需获取图书的准确

位置,基于人工智能的图书馆室内导航系统能够智

能感知空间位置,使用户借助馆内触摸显示屏或手

机、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即可实现室内智能导航

和图书精准定位.在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８日举办的谷歌

I/O开发者大会上,谷歌虚拟现实部门副总裁克雷

贝沃(ClayBavor)宣布了一项名为视觉定位服务

(VisualPositioningService,简称VPS)的全新增强

现实服务.其通过谷歌地图和内外向追踪系统,可
以获取一个非常精确的室内位置信息.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中的计算机视觉对物品的识别与理解,只需

通过一台手持的支持视觉定位服务的设备即可完

成.毫无疑问,这是室内导航的一次历史性大跃进.
“GPS可以带你走到建筑物门口,而 VPS却可以带

你找到特定的一支笔甚至是笔盖[４６]”.运用此项技

术,图书馆的室内精准定位获取不再是难题,读者可

以通过一台手持显示设备,精准定位并找到目标

图书.

５．３　智能咨询服务

自动应答系统是智能咨询服务最重要的形式,
它取代了传统的人工和自助查询计算机,操作简单,
可直接进行语音对话.对用户来说,自然语言的交

互比搜索引擎更加友好,自动应答系统采用自然语

言回答问题,清晰直观,使沟通不再是一种障碍,即
使是文盲也可以轻松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清华大学

图书馆基于开源软件 A．L．I．C．E．开发出实时智能聊

天机器人“小图”,提供参考咨询、图书搜索、自我学

习等多种服务.A．L．I．C．E．采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

(ArtificialIntelligence Markup Language,简 称

AIML)进行知识描述,AIML 基于 XML 标准的丰

富标签库,可以方便地在一个 AIML 文档中创建和

０１

人工智能驱动图书馆变革/储节旺,陈梦蕾

ArtificialIntelligenceDrivenLibraryTransformation/ChuJiewang,ChenMenglei



2
0

1
9

年
第4

期

共享知识,并把多个 AIML 文档加载到一起,组成

一个“更聪明的”机器人.目前 A．L．I．C．E．系统已经

存储了４万多条分类知识.A．L．I．C．E．采用基于模

式匹配方法,加入启发式会话规则,具有学习、推理、
判断、记忆以及上下文获取等功能[４７].图书馆的电

脑搜索引擎将会被这种更智能的语音交互智能机器

人所取代,方便各年龄段的读者以及残障人士对馆

藏的使用.

５．４　智能检索和知识发现服务

图书馆数字资源日趋呈现出海量、多样化、异构

化等特点,用户检索效率较低.在大数据环境下,
传统的数据挖掘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对关系型数据、
非结构化的或半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挖掘以及深度分

析用户需求[４８],如国外的三大主要外文学术资源发

现系统 EDS、Summon、Primo[４９],国内的三大主要

中文学术资源发现系统,如知网学术搜索、超星发现

系统、百度学术搜索等[５０],均未能完美解决信息查

准、知识关联、个性化呈现等问题.为提高资源利用

率,图书馆开始研究智能检索技术的应用,研究范

围包括基于 Agent的智能检索和跨库检索、基于

Ontology的智能检索、神经网络技术、自然语言处

理、数据挖掘技术、语音识别技术在数字图书馆检索

系统中的应用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如美国康奈

尔大学图书馆开发的“我的图书馆”(Mylibrary)系
统等,均具有自动识别用户兴趣、智能化过滤信息

和推送信息等功能,为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提

供了手段[５１].
智能搜索能够为用户提供除文本资源以外的语

音、图片、视频等各类型文献资源搜索,并结合位置

感知搜索和移动场景,结构化呈现精准信息内容,
从而大幅提升信息服务能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基于位置的信息检索(LBS)和移动视觉检索(MVS)
将给用户带来非凡的搜索体验.继谷歌之后,百度

也将推出百度眼镜,可以预见视觉搜索技术将会成

为未来移动搜索的爆发点,今后摄像头是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入口[５２].
搜索引擎要对大数据进行检索并挖掘,以发现

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实践证明,数据挖掘应该更

加重视筛选过的、有价值的战略数据,而不是追求大

而全的 “大数据”.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

(BIDMC)与哈佛医学院合作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
对乳腺癌病理图片中癌细胞的识别准确率可达

９２％,与病理学家的分析结合时,其诊断准确率可以

高达９９．５％,国内的DeepCare对于乳腺癌细胞识别

的准确率也达到了９２％[５３].

５．５　智能预约座位

物联网是一种通过现代通信技术,对物体进行

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而形成的物与物互联

通信的网络.其中运用到的信息传感设备有射频识

别器、红 外 感 应 器、全 球 定 位 系 统 和 激 光 扫 描

器[５４,５５].图书馆的桌子进行编号后,运用上述射频

识别技术和红外感应器等技术,用户通过手机应用

可随时随地查看图书馆座位的预约和占用情况,通
过分时段预约的方式,避免了占座却不使用的资源

闲置现象.同时配和完善的奖惩机制,通过对用户

预约时段及到馆使用时段的数据采集、比对与分析,
判定用户的信用状况.一次占座不使用将被扣除用

户一个信用积分.信用度低于一定额度的用户将被

拉入系统黑名单;到馆准时且离座准时的用户将会

被奖励一个信用度,长期表现良好的用户将享受被

优先分配座位的权利.人工智能技术将帮助用户更

便捷地寻找座位,由此实现座位的合理高效利用.

６　人工智能催生馆舍智能化、阅读场景化和空间虚拟化

６．１　馆舍智能化

智能馆舍是包括智能照明系统、智能通风系统、
智能发布系统、智能桌椅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智能

消防系统、智能安保系统、智能温湿度控制系统等在

内的综合性智能建筑管理系统.本文仅举智能桌椅

系统和通风系统加以说明.例如,未来图书馆内仍

然设置看似普通的椅子,当它通过手机 App和智能

手机连接后,一旦用户坐椅子的时间太长,椅面就会

通过“倾斜“的方式提醒用户,迫使用户起身运动几

分钟,再回来继续工作.瑞典的宜家家居为图书馆

智能通风提供了很好的灵感,它的解决方案是 Vayü
Window———一套在现有窗户上安装的配件,可以帮

助用户决定何时打开窗户.它的工作原理是实时监

测室外的空气质量,在空气质量好时自行打开,一旦

发现空气质量变差,就会自动关闭[５６].

６．２　阅读学习场景化和馆舍空间虚拟化

空间体验被认为是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之一,图
书馆是“虚拟与实体高度融合的交流空间”[５７,５８].人

工智能时代的图书馆拥有以虚拟现实技术(VR)和
增强现实技术(AR)打造的阅读学习的场景乃至虚

拟馆舍.虚拟现实设备可模拟出真实场景,让用户

同时享受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交互碰撞[５９];增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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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一种实时地计算摄影机影像的位置及角度并加

上相应的图像、视频、３D模型的技术,这种技术可以

在屏幕上把虚拟世界套在现实世界并进行互动.
图书馆将纸质书籍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转换为数

字资源,再通过模拟现场的环境,呈现给用户一个真

实的纸质书籍阅读场景,阅读开始成为“悦”读[６０],提
升用户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虚拟现实技术可以

让读者处在安全的环境下更好地学习充满危险的知

识.例如,通过 VR/AR可以学习危险理化生实验,
如爆炸实验、特斯拉线圈放电乃至原子核裂变等方面

的知识,有身临其境的体验但不会伤害到身体.
随着阅读的场景化不断被实现,虚拟图书馆将

如期而至.２００８年６月,一家名为zoomii的虚拟书

店正式上线,鼠标点击进入,即可体验到置身于一家

实体书店的真实感[６１].鼠标上下左右移动相当于

在实体书店中来回走动,还可以点击书封拿下来翻

看,实现真实的阅读体验.这是 Web３D(网络三维)
技术的应用,用网络技术虚拟出各种情景,用户通过

计算机设备实现身临其境的体验.传统的图书馆与

AR、VR技术结合,可实现足不出户就能够在家中

的一个房间里,戴上虚拟现实视网膜眼镜后进入图

书馆,自由选择书架上的书籍,开始阅读.增强虚拟

现实技术使得人们有真实的图书翻阅触感.未来家

庭图书馆的建立只需要一套 AR装备,非常便捷.
虚拟现实图书馆的出现,是否最终会导致实体

图书馆的消亡? 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的问

题.本文认为,资源数字化、人工智能高度发展以及

虚拟现实技术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后,虚拟图书馆

将会非常普及,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目前图书馆

存在的诸多疑难杂症,如涨库、乱架、拒借、书刊丢

失、难以真正提供个性化和均等化服务等.

７　结语

图书馆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每一次信

息技术的革新都给图书馆带来巨大变革,从图书馆

自动化到数字图书馆建设,从手工检索到知识发现,
从文献管理到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管理,无
一不是信息技术推动的结果.但从整个数据信息知

识链来看,前几次技术革新,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等不过是动了图书馆的“信息和数据”
资源的奶酪,但这已经极大变革了图书馆的管理模

式和资源形态等.而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将要动图书馆的“知识”资源这个深

层奶酪,图书馆受到的影响可能是颠覆性的,这需要

业界和学术界认真思考、未雨绸缪、早谋良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６２]”.新时

代图书馆应当以大数据为原材料,以机器学习、深度

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工具,以软件和实体形态机

器人为外在形式,以知识自动化为内核,对当前的图

书馆构成要素(微观层次)、业务模式(中观层次)、图
书馆形态(宏观层次)等进行变革,逐步实现向更高

层次的无人化、个性化、数字化、场景化和智能化方

向转型.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互联网)和图书馆

的深度融合,将会显著改进图书馆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的现状,更好地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文化

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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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IntelligenceDrivenLibraryTransformation
ChuJiewang　ChenMenglei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romotesthedigitalizationofeconomy,networking
ofsocietyandintelligentizationofdailylife,andacceleratesthetransformationoflibraries．Fromtheangle
oftheconstituentelementsofthelibrary,thisismainlyshowninfouraspects:acceleratingthereplaceＧ
mentoflibrarianswithsmaillorevenunmannedlibrarymanagement;promotingthedigitalizationoftheliＧ
braryresourcesandtheintelligentizationoftheresourcesarrangementandorganization;realizingtheindiＧ
vidualizationandprecisionoftheuserservice,andpromotingtheintelligentizationofthelibrarybuilding
andthescenarioofreadingandlearningandspatialvirtualization．Thetraditionallibraryhasbeenreshaped
intoanewlibrarywithfivefeaturesofunmanned,digitized,individualized,sceneandintelligentthrough
enhancedremolding,deconstructionremoldingandnewbornreshaping．Thispaperattemptstobuildthe
“I”model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mpactingontheeconomicandsocialandthesubstitutionmodelofartifiＧ
cialintelligencefordifferentposts．

Keywords:Library;AI;Intellectualization;Personalization;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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