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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Lib:重构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

□袁虎声　唐嘉乐∗　赵洗尘　杨泓睿

　　摘要　探索和理解基于ChatGPT的知识服务新业态,研究重构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体系,
为图书馆数智转型提供新思路、新方案、新平台.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由智能交互层、
知识服务层和知识引擎层组成的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ChatLib,构建起包括向量化知识组

织、会话式知识发现、启发式知识推荐、辩证式细粒度阅读的会话式知识服务体系.ChatLib以其

创新性的方法改变了知识理解、知识组织和知识获取方式,提供了更为便捷、准确、个性化的知识

服务,深化了图书馆的服务价值和服务能力.目前,ChatLib已在澳门科技大学投入应用,其服务

正在持续优化和延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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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ChatGPT自２０２２年１１月面世以来,引起图书

馆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大语言模型

将对图书馆产生巨大影响,图书馆面临着严峻的挑

战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１－４].一些学者研究了大

语言模型对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创新等的启示、建
议和策略[５－８].也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在

图书馆可能的应用场景[４,９－１１].具体应用场景方

面,研究较多的是如何利用ChatGPT改进参考咨询

服务[９,１２－１５],另有学者探讨了大语言模型在改变图

书馆编目方面的潜力[１６].
知识服务是图书馆的核心职能[１７－２１],但由于用

户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知识组织方式和

服务方式已无法满足用户需求,例如,传统人工组织

方式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效率低,存在服务模式受

限、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无法适应当下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的发展,更无法提供网络环境下的大规

模、异构、动态性的特色资源组织与服务.目前既缺

乏利用大语言模型构建知识服务平台的系统性研

究,也缺少清晰的平台架构和实现方法以指导图书

馆知识服务平台的转型升级.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并抓住机遇,在合作伙伴的

支持下,澳门科技大学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

WeMust智慧校园平台基础上,主持开发了会话式

知识服务平台ChatLib,重新定义了图书馆知识的

储存、组织、发现和使用方式,以满足当下用户更高

效、更深入、更广泛的知识获取和理解需求,同时也

为图书馆服务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ChatLib不仅

采用了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还具有真正意

义上的用户定制功能,使得知识获取和理解更具个

性化.相比传统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和知识服务平

台,ChatLib提供了更灵活、更自然的用户交互方

式,使得知识发现成为一个更加连贯、动态的过程,
真正实现了“零站式”的资源服务.

本文旨在探讨智慧图书馆知识服务这一核心职

能的新业态,探索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的总体架构

和实现方法,构建起向量化知识组织、会话式知识发

现、启发式知识推荐、辩证式细粒度阅读的会话式知

识服务体系,为图书馆的数智转型提供新思路、新方

案、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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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

２．１　知识服务定义

早在１９９１年,已有学者提出图书馆可通过技术

为用户提供知识共享服务[２２].知识服务(Knowledge
Services)的概念随着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和战略学

习领域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盖伊圣克莱尔在他

的一系列著作和讲座中对知识服务概念进行了全面

的论述和推广,使得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和商业界获

得了广泛的认知[２３－２４].
与国外较多研究关注知识服务对企业的影响略

有不同,国内研究知识服务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领

域.较有影响力的定义主要源于张晓林和戚建林两

位学者[２５].张晓林认为知识服务为以知识检索、组
织、分析、整合的能力为基础,以用户的问题和环境

为依据,融入其问题解决过程,以提供支持知识应用

和创新的服务[２６].戚建林则认为广义知识服务是

为用户提供他们所需知识的任何服务;狭义知识服

务应该是根据用户的专业需求,以解决问题为指导,
对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关知识的收集、筛选和对

比分析,最终为用户提供深度的智力服务[２７].

２．２　会话式知识服务

会话式知识服务是在深入分析用户即时信息需

求和智能对话系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

念.在当前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下,用户期望通过

自然语言与服务系统进行互动,以获得更加个性化

和即时的信息支持.大型语言模型如GPT系列的

发展,使得用户与系统之间的交互更加自然和高效,
用户的查询意图能够被更准确地把握,相应的知识

服务也能够更加精准地提供.
会话式知识服务应以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

为支撑,通过大规模语料训练,理解内容语义并构建

知识向量空间,以用户的问题和环境为依据,融入其

问题解决过程,提供会话式知识发现、获取和创作

服务.
会话式知识服务的构建,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

创新,更是服务理念上的一次飞跃.在设计这一服

务模式时,ChatLib平台考虑到了用户行为的转变,
特别是用户对于知识服务即时性和互动性的期待.
因此,平台不仅提供了基于对话的知识检索功能,还
能够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推荐

和深入的学术探索路径.此外,ChatLib平台的构

建还充分考虑了用户体验的重要性.用户在信息海

洋中的导航能力,以及从海量信息中快速获取所需

知识的能力,是平台设计的重点.通过会话式的交

互,用户能够以自然语言提出问题,系统则能够提供

快速、准确的回答,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检索效率和

知识获取体验.

２．３　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功能

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构建向量知识库,从而让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

提问的方式获得知识服务.在设计平台功能时,首
先要从用户在图书馆资源检索和使用中的需求出

发,基于技术发展趋势的合理预测,结合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在其他领域的成功应用案例,分析现有图

书馆服务平台的局限性,提出新型平台应有的功能.
基于这些研究和分析,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可被定

义为一个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和用户自然语言

互动的、以提供个性化、便利并智慧化的知识服务为

愿景的创新平台.ChatLib认为会话式知识服务平

台应具有以下核心功能:
(１)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获取和生成知识,具备更

强大、更智慧的知识获取和生成能力.
(２)能够提供智能问答,用户以自己熟悉的自然

语言提问,平台可快速准确地组织内容并给出准确

答案.
(３)能够提升搜索效率和精准度,即可以理解用

户的查询意图,提供更精准的搜索结果,并在短时间

内对所有信息进行整合,节省用户时间、提升服务

效率.
(４)能够进行知识推荐,即根据用户的问答话

题,拓展推荐相关的知识给用户,帮助用户发现更多

他们可能感兴趣的知识.
(５)能够自动对大量信息进行整理和概括,形成

知识摘要和综述,使用户更易理解和掌握.
(６)能够以更自然的对话形式进行知识的问答

和交流,提供更友好的用户体验.

３　ChatLib平台构建

在全面推进校园数智转型发展战略指引下,澳
门科技大学历经６年智慧校园的建设,创立了 WeＧ
Must智慧校园平台与品牌,通过应用体系建设引领

智慧校园全方位可持续发展,不断将新技术深度融

合到智慧校园平台建设之中[２８].２０２３年,基于 WeＧ
MustGPT创新实践和对大语言模型的深度研究,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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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技大学搭建了人工智能服务中台,整合各类生

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推出 WeMustGPT开放给全校

师生,使其无论身在何处均能享受 WeMustGPT服

务,同时,构建智慧图书馆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

ChatLib,通过对各类资源的整合和与 WeMust应用

系统互联构建智慧知识服务底座,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开发智慧驱动引擎,感知理解

用户需求并智能调度各类业务系统,重构智慧图书

馆知识服务体系.

３．１　ChatLib总体架构

ChatLib是 WeMust平台的一个人工智能应

用,其架构由智能交互层、知识服务层和知识引擎层

构成(见图１),可融入智慧校园整体架构体系中,也

可单 独 部 署 并 集 成 到 图 书 馆 自 动 化 系 统.在

ChatLib的总体架构中,我们特别强调了平台的可

迁移性和可部署性.ChatLib采用了模块化、服务

化的架构设计,其中智能交互层、知识服务层和知识

引擎层均可独立运作,也能与其他系统轻松集成.
此外,ChatLib的实现遵循了开放的标准和接口协

议,确保了即使在没有 WeMust平台的情况下,其他

高校也能够根据自身的系统环境进行定制和部署.
这种设计使得ChatLib不仅能在澳门科技大学的

WeMust平台上运行,也能够轻松地迁移到其他高

校或研究机构的信息系统中,从而为不同用户提供

灵活、定制化的知识服务.

图１　ChatLib总体架构图

　　(１)智能交互层.主要负责人机交互,通过终端

适配器为网页端、手机端、机器人构建适宜的界面,
支持用户提交各类服务请求,同时将从知识服务层

收到的文字、声音、图像或视频等回复给用户,关注

用户使用体验并及时反馈改进.
(２)知识服务层.是平台能力实现的核心,由六

大组件组成.
知识组织组件:调用能力引擎的向量计算能力

将用户提交的信息资源按句、段、节、章建构语义向

量空间,形成知识原文的定位能力;

知识发现组件:采用知识库提供的相似语义搜

索功能分析用户意图和查找语义相近的知识文本;
知识生成组件:调用能力引擎的文本或图片生

成能力将输入的内容按提示要求生成相关的知识;
知识推荐组件:采用推荐算法分析会话内容可

能衍生的话题推送拓展内容;
原文获取组件:通过向量映射的位置信息定位

知识原文并进行提取和推送;
功能调用组件:负责识别用户输入内容蕴含的

意图并自动调用相关功能接口完成指定业务.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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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知识引擎层.一方面负责构建知识库,存储

知识内容的原文及其向量值并提供搜索接口;另一

方面负责构建能力引擎,集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

术并提供向量计算、文本理解、图像理解、语音识别、
文本生成、图像生成和语音生成等服务.

３．２　ChatLib技术栈

ChatLib技术栈由前端技术、后端技术和模型

集成技术构成.

ChatLib采用现代前端技术构建用户交互界面

及提升用户的操作体验.ChatLib利用 HTML/

CSS/JavaScript网页编程技术栈,构建用户交互界

面;利用Vue．js构建高性能的用户界面;利用 WebＧ
Socket实现双向通信,使用户能够与ChatLib进行

实时交互;利用异步方式获取后端数据,提升用户的

操作 效 率;并 利 用 Android与iOS 技 术 开 发 移

动APP.

ChatLib采用主流后端技术实现知识服务层的

各功能单元以保障平台可靠性及安全性.ChatLib
利用Python和Java语言开发底层服务,保证平台

的可移植性;利用Spring框架创建 API接口,处理

客户端的请求;利用 MySQL存储用户数据及个性

化推荐参数等资料;利用Redis构建高速、持久化和

分布式的数据缓存;利用RabbitMQ分布式系统存

储转发消息,满足异步、解耦、消峰等场景需要;利用

Elasticsearch构建高效的全文搜索引擎,实现知识

库的快速检索;利用Docker构建和管理容器化的应

用,实现平台的部署和运维.

ChatLib采用大语言模型及自训练模型支撑知

识引擎层的各项能力.ChatLib利用TensorFlow、

PyTorch训练和部署推荐算法及用户行为分析等各

类人工智能模型;利用大语言模型对文献原文生成

高维向量,并利用BERT－whitening技术进行优化

以提高向量化的质量和效率;使用Qdrant向量数据

库存储及运算向量;利用FastAPI搭建模型服务端,
使得模型能够以API的形式被调用;利用Kubernetes
管理和调度模型服务的集群,实现模型服务的高可

用和弹性扩展.

３．３　ChatLib能力引擎

ChatLib能力引擎主要是提供文本、语音和图

片的理解能力与生成能力.为了平衡使用成本、服
务稳定性及不同场景的效能,ChatLib集成多种大

语言模型、文生图模型和语音模型构建多模态知识

引擎,包括:利用 GPT－４和ChatGLM３模型构建

文本理解和生成能力,利用GPT－４V和CogVLM
模型 实 现 图 像 理 解 能 力;利 用 STT(SpeechTo
Text)和TTS(TexttoSpeech)实现语音和文字的

相互转换.
由于 目 前 图 像 生 成 能 力 可 选 的 模 型 有 限,

ChatLib仅采用DALLE３模型,参照ChatGPT
多模态的实现原理,ChatLib根据场景的需要可调

用科大讯飞、腾讯、AzureAI等多种语音识别和语

音生成引擎以提供语音服务能力.
以AzureOpenAI模型进行文本处理为例,在

具体实现上,ChatLib利用智慧校园平台的AI网关

构建文本理解和生成能力:利用GPTＧ３．５ＧTurbo模

型进行文献位置信息抽取;利用GPTＧ４ＧTurbo模型

对知识库中相近语义的文本进行分析;利用GPTＧ４Ｇ
Turbo模型对用户输入的内容做意图分析及行为识

别;利用GPTＧ４Ｇ３２K模型对输入文字以及上一步中

抽取的文本进行组织和生成.

３．４　ChatLib知识库

ChatLib知识库组件主要用于构建平台数据基

座,包括文献资料、个性化数据及平台功能数据等,
由数据库和向量库组成.

数据库采用 MySQL搭建,主要用于存储向量

对应的原文数据.原文数据与向量通用唯一标识符

(UniversallyUniqueIdentifier,UUID)绑定,为向

量提供可逆向的原文数据支撑.通过对文献句、段、
页及章节进行定位,构建原文数据的位置信息,以满

足读者辩证式阅读的需求.
向量库采用Qdrant构建,用于存储高维度向量

并提供相似语义搜索功能.在人工智能领域,高维

度向量是通过嵌入(Embedding)技术将词、句、段等

离散内容映射到连续向量空间用于捕捉资料的数学

性质 和 结 构 性 质 的 一 种 基 本 的 数 据 结 构.在

Qdrant中,通常以“向量 UUID－向量数据结构”键
值对存储.

ChatLib通过能力引擎将文本、图片映射为对

应的高维度向量,使得语义上相似的文本或相似的

图片在向量空间中呈现出相近的位置.如输入的文

本或图片与知识库原文的向量处于相近的位置,则
可认为它们之间语义相近.在ChatLib向量库中,
知识库接口通过相似性搜索算法(例如局部敏感哈

希算法)对上层服务提供语义相似文本或图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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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３．５　ChatLib知识组织

ChatLib知识组织组件主要负责对文献资料进

行分类和标引,调用知识引擎建立文献全文知识库,
并为用户提供便捷的知识组织工具,其工作流程如

图２所示.

图２　知识组织工具工作流程

(１)用户在知识库前端界面一键上传文献资料

文件,通过网络协议传输到知识服务层;
(２)知识服务层接收到文件后,将识别文献基本

信息并进行分类和标引,如是图书类文献,将提取作

者、出版社、目录等书目信息完成自动编目;
(３)后端返回文件处理状态并显示于前端用户

界面;
(４)同时,通过异步方式发送文件内容给知识引

擎进行向量化处理;
(５)知识引擎识别文件中的文本和图片,按句、

段、节、章进行提取;
(６)知识引擎通过嵌入技术逐条将提取的内容

向量化,并将向量键值对存储在向量库中;
(７)知识引擎将向量标识和对应的原文存储至

原文库中;
(８)返回处理结果给后端,若成功,则更新文件

处理状态为“已完成”;
(９)用户前端界面更新文件处理状态为“已完

成”,任务结束.

ChatLib知识组织工具,可用于构建个人专属

知识库、群组共享的专题知识库、图书馆公共知识

库.比如,研究人员进行某项研究时,可利用该工具

构建该项研究的个人专属知识库.考虑到用户上传

的原文可能存在版权风险,当用户分享文献资料时,

ChatLib将要求用户确认其拥有合法的使用权或者

该文献资料已经属于公有领域.
另外,为了提高知识组织工作效率,ChatLib提

供了接口 API供其他系统调用.比如澳门科技大

学成果数据库系统利用该工具接口将成果数据库的

资料及全文构建了成果专题知识库;澳门科技大学

科研项目管理系统利用该工具接口将项目相关的申

请书、批复文件等资料构建为项目专题知识库.

３．６　ChatLib知识推荐

ChatLib知识推荐组件是为拓展读者阅读视野

而设计,其主要实现流程包括:
(１)用户行为和会话内容的采集.系统定期对

用户的会话记录以及行为数据进行采集,这些数据

包括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行为(如点击、搜索、查看

等),以及用户所关注的学科领域和交叉学科;
(２)GPT模型的数据处理.将采集到的数据输

入到GPT模型中,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数据进行分

析和理解,提取关键信息并定义特征标签;
(３)馆藏数据库的检索.根据GPT模型定义的

特征标签,在馆藏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寻找与用户行

为和兴趣相符的交叉领域文献;
(４)推荐文献的筛选和分析.从检索结果中选

取若干条非研究领域的交叉领域文献,再次利用

GPT模型进行分析,根据与用户行为和会话内容的

相关度进行排序;
(５)推荐结果的展示.将排序后的推荐文献展

示在用户界面上,实现个性化推荐服务.

ChatLib知识推荐组件能够精准地提供与用户

兴趣匹配的文献推荐,同时也能激发用户对新领域

的探索兴趣,进一步推动了交叉学科的学习和研究.

３．７　ChatLib功能调用

ChatLib功能调用组件是通过 GPT等模型提

供的函数调用(FunctionCalling)的方式结合功能知

识库实现的,主要过程包括:
(１)将各个应用系统的功能接口抽象为函数定

义并存储在功能知识库中;
(２)分析用户输入的文本的意图,并匹配功能知

识库中最相近的函数定义;
(３)将匹配到的函数定义与用户输入的文本一

并传入大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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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接收大语言模型返回的函数调用参数;
(５)外部程序根据返回的参数调用相关业务

功能.
例如,ChatLib在功能知识库中预先注册了馆

藏查询和图书 预 借 接 口 函 数 的 定 义.读 者 在 与

ChatLib对话过程中,若其表述的意图符合函数的

定义,即可触发馆藏查询或图书预借操作.

３．８　ChatLib示范应用

在全面推广之前,ChatLib选择了特藏专题研

究领域,以验证平台支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能

力,展示平台的使用效果.ChatLib通过知识组织

工具为澳门科技大学香山文献特藏资料建立专题知

识库,设计了适合专题研究的交互界面(见图３).
读者可同时选择多部香山文献进行关联会话式阅

读,也可选定一本书进行深读,可以对指定主题按要

求进行总结,也可以要求给出相关内容的原文.平

台的能力获得了研究团队的肯定,认为这些能力有

助于提升研究效率与服务能力.

图３　ChatLib香山文献用户界面

４　ChatLib特点与优势

ChatLib重新定义了图书馆知识的储存、组织、
发现、使用的方法和过程,使知识的获取和理解变得

更加高效、深入、广泛,不但增强了用户的体验感,更
在知识服务的深度与广度上重塑了图书馆的能力.
相比于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中国石油大学图书馆、
重庆交通大学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

试用中的“图书馆 ChatLibrary服务平台”[２９－３２],

ChatLib专注于构建一个统一的会话式知识服务体

系,整合了智能交互、知识服务和知识引擎三个层

面.ChatLib的创新之处在于其智能问答、知识推

荐和辩证式细粒度阅读功能,为用户提供了更深入、
更广泛的知识服务.ChatLib的会话式知识发现方

式不断刷新知识发现与理解的边界,使得知识交流

过程更加连贯、动态,并实现了“零站式”的资源服

务.这些都是ChatLib与其他平台的显著区别.

４．１　向量化知识组织

与传统基于书目的文献管理方式不同,ChatLib
提供全文向量知识库的建设工具.用户可以自行一

键上传文献,系统自动完成文献分类和标引,并在后

台完成向量知识库和全文知识库构建.该工具泛化

了ChatLib的应用范围,使之可满足不同场景的服

务需求.利用该工具,研究员可建立专题知识库,图
书馆馆员可建立一般馆藏知识库,一般读者可建立

个人知识库.

４．２　辩证式细粒度阅读

ChatLib运用辩证式细粒度阅读方式,为用户

提供了多元化阅读模式,能够根据会话内容给出相

关文献的原文.ChatLib不再限于对一种图书进行

单一的阅读,而是足够灵活,能够在同主题的多种内

容中反复考证与比较,有助于用户更好地理解知识

并获得心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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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会话式知识发现

ChatLib通过会话式知识发现方式,不断刷新

知识发现与理解的边界,使会话成为一个持续、动
态、不断上升的知识交流过程.相较于传统的问答

方式,这一模式更有利于深入探索和理解知识内容,
满足用户对于深度学习的需求.

４．４　启发式知识推荐

ChatLib具备启发式知识推荐的能力.基于其

对用户需求深度理解的能力,ChatLib在解答用户

问题的同时,更能主动推荐相关且有价值的知识和

原文,极大地扩展了用户阅读的广度,同时也有利于

用户对原文的准确理解.

４．５　“零站式”资源服务

用户可在ChatLib一个平台上获取他们需要的

所有资源和服务.它实现了从知识发现到知识载体

获取的无感对接,使知识发现与知识探索更为简便,
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ChatLib不仅能够解答

用户提出的各类复杂问题,并能够按照用户的指令

完成图书馆借阅等相关操作,实现了“零站式”的资

源服务.

５　效果评估与实施建议

５．１　效果评估

ChatLib作为会话式知识服务平台,已经显现

出其在重新塑造图书馆知识服务方面的巨大潜力,
特别是在文献检索、借阅、原文获取、学科专题研究、
编目、论文写作及用户咨询等服务方面,全天候为用

户提供问答式的知识发现、知识获取和知识创作服

务,成功构建了一个创新的、用户友善的图书馆知识

服务体系.
为了评价ChatLib的应用效果,本研究收集了

ChatLib在澳门科技大学的使用数据.据统计,目
前已有超过１０００名用户使用ChatLib,平均每天会

话记录的总条目达到２万条以上,平均在线时长约

为３０分钟,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ChatLib的使用情

况.最后,通 过 调 查 问 卷 的 方 式 收 集 了 用 户 对

ChatLib的评价.结果显示,超过９０％的用户对

ChatLib的使用体验表示满意,认为ChatLib提供了

便捷、准确、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同时,将根据用户

提出的意见进行持续优化和改进,比如增加更多的

学科领域,提高搜索的精准度等.

５．２　实施建议

在ChatLib的构建和应用过程中,研究团队也

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为其他图书馆或研究机

构开展类似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选 择 合 适 的 合 作 伙 伴.在 构 建 类 似

ChatLib的平台时,选择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是非

常重要的.这个合作伙伴可以是一个有经验的技术

公司,也可以是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和技术能力的大

学或研究机构.合作伙伴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平台

的技术实现和服务质量.
(２)制定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在开始构建平台

之前,需要明确平台的目标和计划,包括平台的功

能、服务范围、目标用户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将有

助于指导平台的设计和开发,避免在开发过程中出

现方向偏离的问题.
(３)保证资源的充足.构建类似ChatLib的平

台需要一定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数据

资源等.在开始构建之前,需要确保这些资源的充

足,避免因资源不足而导致项目延误或失败.
(４)注意用户体验.在构建平台时,需要重视用

户体验,包括平台的易用性、服务的质量、用户的满

意度等.只有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才能吸引和留

住用户,使平台能够持续发展.
(５)持续优化和更新.在平台上线后,需要持续

收集用户反馈,根据反馈进行优化和更新.同时,也
需要关注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以便及时更新平台的

技术和服务.
虽然构建ChatLib的平台是具有一定挑战性的

任务,但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充足的资源、合适的合

作伙伴,以及对用户体验的重视,就能够构建一个高

效、便捷、智能的图书馆知识服务平台.

６　未来展望

笔者期待ChatLib在未来发展中能推动下一代

图书馆服务的架构变革.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持

续发展和优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的应用,

ChatLib将进一步提升其知识服务能力,提供更智

能、更高效、更个性化的服务,不仅扩大其服务范围,
也提升其知识服务深度.ChatLib作为一种新型的

服务平台不仅是对现有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一种补充

和完 善,更 代 表 着 图 书 馆 服 务 的 新 趋 势.通 过

ChatLib这样一个通用平台的引导和积极推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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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开拓更多的合作和发展机会,为图书馆服务打开

全新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ChatLib作为一个具有可移植性的

平台,能够满足不同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特殊

需求,实现其接入和使用的便捷性.ChatLib秉承

着开放共享的理念,欢迎各地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企业积极接入,共同构建出一个更为友好、更具吸引

力的学习环境,助力图书馆服务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ChatLib也将致力于开放更多的接口和平台,
以促进与其他学术资源、知识库的集成,进一步开拓

其在知识服务领域的影响力.ChatLib或能引领一

场图书馆界的革新浪潮,推动学术研究和知识服务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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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Lib:RevolutionizingtheKnowledgeServicePlatformofSmartLibrary

YuanHusheng　TongKaLok　ZhaoXichen　YangHongrui

Abstract:TheaimistodelveintoandcomprehendnovelknowledgeserviceformatspredicatedonChatＧ
GPT,researchandrevampfreshlibraryknowledgeservicesystems,therebyofferinginnovativeconcepts,

solutions,andplatformsforthedigitaltransformationoflibraries．HarnessinggenerativeartificialintelliＧ

gencetechnology,wehavedevelopedChatLib,aconversationalknowledgeserviceplatform．Itcontainsan
intelligentinteractionlayer,aknowledgeservicelayer,andaknowledgeenginelayer．ThesystemaccomＧ
modatesvectorizedknowledgeorganizationandconversationalknowledgediscovery,coupledwithheuristic
expansionrecommendationsanddialecticalfineＧgrainedreading．ChatLibrevolutionizesknowledgecompreＧ
hension,organization,andacquisitionmethodologies,deliveringmoreconvenient,precise,andcustomized
knowledgeservices．Thisshowcasestheelevatedservicevalueandefficiencyofthelibrary．Atpresent,

ChatLibhasbeenimplementedattheMaca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whereitisbeingperＧ

petuallyoptimizedandextended．
Keywords:ChatGPT;LLM;SmartLibrary;KnowledgeManagement;KnowledgeServices



封面照片简介: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

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是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文献资源中心,是服务学者、学术、学生的综合信息平

台,集藏、借、阅、研四位一体、采取全开放管理服务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现有馆舍总面积约４６０００平方米,由友谊校区毗邻的东、西两馆和长安校区图书馆组成,共有阅

览座位３３００席.西馆于１９５８年建成,目前使用面积约３５００平方米;东馆于１９９３年建成,面积为１０６００平方

米.长安校区图书馆于２０１３年５月建成,面积３２０００平方米.现有馆藏纸质资源３９４万余册,拥有姜长英

航空史料馆、“工大学者文库”、“三航”文献馆及本校历届学位论文库等特色馆藏.可访问数据库１７３种,包
含中外文电子图书２０９万余种,中外文电子期刊约５．９万种,国内外学位论文１２４０万余篇,形成了以三航(航
空、航天、航海)为特色,以３M(材料、力学、机械)、３C(计算机、电子通信、自动控制)为支撑,充分覆盖基础学

科和新兴交叉等学科专业的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内容丰富、质量优良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为学校人才培

养、教学科研、学科专业建设、文化育人等提供了高质量的文献信息资源保障和支撑.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西北工业大学图书馆将弘扬学校总师育人文化,致力建设学校

信息资源中心、知识服务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充分发挥图书馆“学习环境颜值、文献资源价值、管理服务品

质”的重要作用,为将图书馆建设成为“特色鲜明、水平先进、服务一流”的一流大学图书馆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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