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借阅时长和 H指数分析借阅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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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高校图书馆分析图书流通数据是保障图书馆的核心业务有效开展、提升服务水

平的基础工作之一。流通数据的分析结果可用于图书推荐、调整采购规划、优化典

藏分布策略等方面的工作中。近年来学术界对流通数据的分析成果丰硕，主要方法

一般基于文献计量学，或结合数据挖掘、大数据的算法模型做交叉融合研究。如熊

拥军等研究者总结了图书馆统计分析技术要点、资源利用大数据组织方式、设计了

大数据技术框架并利用 Elastic Search和 Java技术实现了数据分析功能[1]。对借阅行

为的分析同样丰富，如易明等利用人类动力学分析了借阅数据，统计了不同学历读

者的借阅时间间隔特征，得到从群体到个体层面的借阅行为规律[2]。胡乃菲等则基

于借阅数据做了大学生阅读需求的分析，得出大部分学生的阅读动机以专业图书满

足应试需求为主、以文学小说满足消遣为辅的结论；统计了读者的平均借阅时间，

得出专业图书和考试类材料的借阅时间较长的结论；并相应提出了图书馆服务策略

[3]。各项研究均提出了相应的服务策略[4-6]，推动了图书馆的服务提升和转型。 

2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本次研究的原始数据集来源是山东农业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图书馆业务数据集

中的流通数据，包含 2014级至 2020级 40516名学生（含本科和研究生）的 853476

条流通记录。为了突破图书管理系统以借阅次数为统计源的局限，实现对数据进行

多种方式的组合试验等方面的考虑，在数据预处理阶段便依据借出时间和还回时间

计算了借阅图书的持有时间，并清洗了索书号中分类字段外的字符（索书号生成规

则是分类号加著者号），再按照中图法第五版的一级类目和二级类目截取相应位的

字符串，作为后续组合统计的参考字段。 

设持有时间的单位为天，借出未还的流通记录（还书时间字段为空）共 4911



条，这些数据可归属为随机缺失类型，删除或设为 0并不会导致有偏估计，因此可

规定借阅时长定义为 0；另外因持有时间小于 14.4分钟的因在计算过程中只保留两

位小数而导致计算结果为 0的借阅记录有 10919条，此两种流通记录共 15830条。

考虑到借阅过程中产生的超期、临时延期等因素会造成借阅时间过长，且假期时间

会导致统计有偏于无假期的借阅记录，因此在计算图书持有时间完成后，设置新字

段存储减去临时延期（如疫情严重时期封校闭馆时段、默认还书时间处于寒暑假期

中等情况）和超期后的图书持有时间，使借阅图书的持有时间都近似于在校期间的

情况。经此步骤处理后统计新的图书持有时长字段，得到超过 120天的记录有 31331

条（占总数的 3.67%），超 150天的有 9267条记录，按照概率论中小概率事件的定

义——大量重复试验中出现的频率在 1%或 5%以下的事件，可将借阅时间超过 120

天的借阅视为小概率事件（超长借期的发生则以学生忘记归还为主要原因，少数则

因图书丢失），因此统计时可剔除持有时间超过 120 天的记录。统计(0,120]区间内

有续借操作的图书持有时间的平均值为 81.47，标准差为 25.52；无续借的图书持有

时间的平均数是 32.7，标准差是 24.56，进一步按中图法分类后可得各大类图书借

阅持有时间的统计特征值，详见表 1。 

表 1. 图书借阅持有时间的统计特征值（单位：天） 

分类号 平均数 v 中位数 m 标准差 sd 分类号 平均数 v 中位数 m 标准差 sd 

A 29.80 26.96 22.80 N 31.35 27.29 24.43 

B 33.16 30.04 24.91 O 35.32 33.5 25.15 

C 34.01 30.96 25.72 P 36.43 33.71 26.48 

D 29.89 25.67 24.94 Q 35.86 33.88 27.07 

E 29.28 24.96 24.35 R 31.22 28.08 24.91 

F 31.47 27.79 25.10 S 32.57 29 25.75 

G 31.83 28.12 25.40 T 36.51 35.04 25.18 

H 36.63 35.79 24.23 U 31.14 27.71 24.53 

I 28.04 22.83 23.51 V 29.05 25.04 23.72 

J 33.56 31.04 24.87 W 30.81 25.67 25.95 

K 30.10 26.12 23.88 Z 28.05 23 23.47 

为了更直观的查看图书持有时间的分布特点，以 0为起始值、1为区间单位，

统计图书持有时间为 0、以及落在区间(0,1]、(1,2]……(119,120]的各大类借阅记录

的条数，汇总后得图 1。可见各大类图书都有较多的短期借阅记录，[0,30]区间内流

通量大的几类图书的散点分布基本相似，且是有较大波动的曲线；流通量小的各类

图书的散点分布曲线则比较平缓；(30,80]区间内分布点组成的曲线基本相似，波动



点和幅度基本相同；接近 120区间时基本重合，长期借阅的发生概率基本一致；其

他借阅量小的分类，则分布基本平缓且相似，这几方面都意味着读者有相似的借阅

行为习惯。短期借阅行为数量庞大，其内在原因可能包括图书种数多、内容参差不

齐、读者喜好差异性大等方面。各大类图书在接近一个借期 60 天（设置各类图书

借期相同）的区间段有更高的记录条数，说明读者对借阅有效期的关注度是比较高

的。 

读者借阅文献是对文献价值的肯定，经前文所述的数据探索后发现持有时间是

可量化的信息。图书持有时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文献长度、个人阅读速度、

阅读时间安排等，这些都是随机性、差异性强的影响因素。总结流通工作中的经验，

可归纳概括出超短期借阅行为代表着读者判断该书无法满足求知所求，或不符合阅

读习惯、个人偏好等，与此对应的是超长期的借阅，也代表读者所借图书没有占据

读者关注，未被充分利用，因此这两种借阅行为的量化值应较小。而高效利用的图

书，读者会续借、临近借期满时归还，甚至归还后重新借阅。由此归纳设计了新的

量化公式：设图书借阅量化值为 ，设 为该借阅行为的图书持有时间，

为该借阅行为的超期时间，令有续借的借阅行为的量化值  ，令没

有续借的借阅行的量化值 ，其中 、 、 分别

是各一级类目的平均数、中位数和标准差。定参 120是借期（60天）和续借期（续

借时间点后延 60 天）的最大值之和，也是可以区别小概率事件的阈值。该量化方

程是先增后减且连续的。 

借阅量化的值平均数为 0.58，中位数为 0.89，标准差是 0.36。按量化结果结

合分类进行区间计次统计得表 2。可见 68982条记录（占总借阅量的 7.5%）被量化

为 0，其中 65066条是超短时间借阅，3916条是超长时间借阅。 



 

图 1. 分类区间计数散点图 



表 2. 量化值分类区间计次表 

 0 
(0,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5, 0.6] (0.6, 0.7] (0.7, 0.8] (0.8, 0.9] (0.9, 1] 总和 

A类 594 889 592 579 435 440 576 665 740 1047 5944 12501 

B类 1733 3187 2084 1907 1626 1939 1918 2046 2195 2538 22854 44027 

C类 672 1261 717 645 581 706 642 746 800 942 8644 16356 

D类 1524 2014 1518 1134 1006 978 1048 1077 1151 1518 13887 26855 

E类 135 265 178 155 142 107 144 124 174 200 1451 3075 

F类 1804 3463 2209 2151 1774 1694 1654 2064 2051 2423 22938 44225 

G类 747 1092 627 647 591 592 576 540 764 765 7525 14466 

H类 2783 4581 3894 3052 3712 4054 4118 4497 4832 5474 50936 91933 

I类 7501 22184 15232 15630 11939 10094 10654 13758 12677 21633 123363 264665 

J类 984 2063 1096 972 847 1145 961 1249 1318 1547 13147 25329 

K类 1592 3232 2706 2353 1747 1912 1890 2075 2344 2709 22726 45286 

N类 75 116 69 66 63 50 62 77 74 103 832 1587 

O类 1354 2111 1435 1613 1350 1412 1581 1624 1897 2105 19586 36068 

P类 228 352 275 211 164 253 261 249 277 341 2998 5609 

Q类 1527 2430 1582 1326 1084 1307 1336 1435 1419 1733 18992 34171 

R类 778 933 588 546 447 425 496 612 584 653 6600 12662 

S类 2034 3184 2106 2000 1654 1567 1618 1795 2116 2264 22417 42755 

T类 4454 6808 5415 4420 4947 4916 5976 5392 6650 6874 67754 123606 

U类 77 121 89 98 90 104 81 79 114 87 1017 1957 

V类 24 19 10 18 18 6 17 17 13 19 168 329 

X类 163 343 248 192 166 177 117 176 167 237 2081 4067 

Z类 84 178 91 111 81 62 83 91 106 162 898 1947 

总和 30867 60826 42761 39826 34464 33940 35809 40388 42463 55374 436758 853476 

将原 H指数概念中的引用次数改为借阅次数则可得图书借阅的 H指数概念：当

且仅当某类（或某出版社或著者）有 H种图书的借阅次数都不小于 H时，该类图书

的成就分值就是 H
[9-10]
。基于此概念可计算各一级类目的 H指数（汇总数据如图 2所

示），并遴选出各类的核心图书。文学（I）类的 H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各类，H指数

排前 5 的其它一级类目是 H、K、T、Q 类。可见量化计算对文学类图书的 H 指数影

响最大，指数值降幅达 34.5%。 



图 2. 一级类目的 H指数对比柱状图 

3结论与建议 

选取借阅量大的 F、H、I、K、S、T 大类中借阅量化值累计大于该类 H 指数的

核心图书，做进一步分析，将此 6大类的核心图书以量化降幅比（借阅次数减量化

值再除以借阅次数）进行排序，截取各大类前 3与后 3的试验结果汇总在表 3中。

可见文学类图书中当代小说（I247）占文学类总借阅量的 25.56%，日本文学（I313）

和英国文学（I561）占比排在其次；而从量化对借阅次数的影响方面来看，下降幅

度最大的是日本文学、当代小说、现代散文（I266），下降幅度最小的则是哥伦比

亚文学（I775），该类图书经详细查看图书信息后发现均是马尔克斯的小说，其次

是古代至近代小说（I242）。此数据变化是符合图书特征和读者阅读习惯的，I242

和 I775类涉及的图书均是长篇且是名著，所以内容质量高、所需阅读时间也较长，

而其他小说或散文则因篇幅小、阅读喜好等不同原因则会存在更多的低量化值情

况。语言（H）类的核心图书均是英、法、日语的词汇和考试相关图书，法语类图

书受量化影响最大，分析其中可能性较大的原因是我校没有法语专业，图书需求集

中在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选修和读者自学外语的情况中，此类需求与英语等级或考



研等考试的需求形成明显对比，同样情况也在 TP311等类的图书中。工业技术（T）

类的核心图书中，量化影响最大的 TS976是“家庭生活”方面的图书，内容无法满

足读者真正需求而导致超短期借阅量较大从而降低了其量化结果；其他专业图书的

借阅则基本与我校专业设置相对应，且量化影响到的比例也相对不高。农学（S）

类的核心图书中农学史（S-09）受量化影响最大，而作物遗传育种（S330）、观赏

园艺（S68）、耕作学与有机农业（S34）等专业书受较小影响，说明科普或基础知

识等图书并不能满足专业需求，读者在挑选图书时由于分类法等专业知识的缺少，

导致对图书内容的判断存在误差，在阅读后再判断满足不了需求，进而产生超短期

借阅。其他未说明的个大类图书也可推论出相同的分析结果。各类专业图书的受量

化的影响较小，说明读者对专业图书的需求较为迫切，且可推测读者在选择专业图

书时也面临困扰，难以精准选择可满足需求的图书。 

表 3. 核心图书分类号借阅量化与借阅次数对比表 

分类号 量化值总和 借次总和 下降比例 分类名称 

I313 2288.67 4264 46.33% 日本文学 

I247 3654.52 6712 45.55% 当代小说 

I266 96.67 170 43.14% 当代散文 

I217 97.7 151 35.30% 民国作品集 

I242 218.02 330 33.93% 古代至近代小说 

I775 303.63 456 33.41% 哥伦比亚文学 

H32 57.79 112 48.40% 法语 

H319 3067.66 4907 37.48% 英语教学 

H315 47.45 73 35.00% 英语写作、修辞 

H314 135.65 200 32.18% 英语语法 

H36 144.5 209 30.86% 日语 

H313 605.09 857 29.39% 英语词汇 

TS976 136.44 237 42.43% 生活知识、家政服务 

TV13 50.31 79 36.32% 水力学 

TP312 340.8 501 35.05% 计算机编程语言 

TU986 462.49 679 31.89% 园林规划与建设 

TU984 58.47 85 31.21% 城市规划 

TP311 35.8 52 31.15% 程序设计、软件工程 

TB126 45.87 65 29.43% 工程流体力学 

TP391 115.23 155 25.66% 信息处理 

TH-39 74.39 99 24.86% 机电一体化 

TH164 35.81 43 16.72% 计算机辅助机械制造 

S-09 28.41 68 58.22% 农业史 

S330 46.85 67 30.07% 作物遗传育种 



S68 65.7 90 27.00% 观赏园艺 

S34 40.01 54 25.91% 耕作学与有机农业 

F821 30.14 59 48.92% 世界货币 

F069 30.51 56 45.52% 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 

F49 36.13 58 37.71% 信息产业经济 

F0 599.39 866 30.79% 经济学 

F224 32.27 45 28.29% 经济数学方法 

F830 30.19 41 26.37% 金融、银行理论 

K248 1301.47 2311 43.68% 明史 

K835 94.5 161 41.30% 南亚人物传记 

K827 226.41 348 34.94% 社会政治人物传 

K204 178.45 275 35.11% 古代史籍 

K10 193.27 284 31.95% 世界通史 

K02 42.25 60 29.58% 社会发展理论 

因此，图书馆可在以下三个方面提升服务水平：（1）应在专业图书文献资源建

设方面更加细心，遴选采购图书不能只关注一级类号，而应认真考察所属分类，加

强图书的专业性；（2）针对复本数量变化难以及时满足如公共文化热点等因素导致

的读者对某一种资源的需求激增的现象，图书馆应设计更灵活、响应更快的复本采

购工作方案；（3）在阅读推广活动中要更清晰明了的讲解图书馆藏书体系，并根据

活动对象的专业特征做通识共需类和专业类图书的精准推广；（4）图书下架等工作

更多注意超短期借阅图书，总结图书特点。 

4、结论 

基于借阅时长统计特征的量化方法将借阅时长、续借、超期等信息所能体现的

图书流通的意义做了数值化，使原本模糊的统计意义变得清晰，所得数据更有参考

价值。现常见的图书管理系统一般只对典藏图书做“零借阅”统计，作为图书下架

等工作的参考指导，而本文提出的方法对有借阅记录的图书做利用情况分析，找出

单原始借阅数据中隐藏的更为精确的读者需求。利用 H指数的概念对流通数据进行

分析可遴选出核心图书，使对读者需求的分析更为精细。借助该方法找到更符合读

者需求的结果，对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建设优化、布局方案调整、策划更有针对性的

图书推荐、根据不同专业调整读者培训中各专业图书相关知识内容等工作具有实际

指导意义，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效果。在流通数据的预处理过程中应用

该量化方法，然后结合数据挖掘或大数据分析模型做聚类、预测等试验，对比结果

异同、求证该量化方法是否提升原始数据产出的准确性以及确定影响程度的大小，

可作为下一步研究继续开展。 



4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设计编写了针对汇文导出的流通数据的数据清洗程序、量化公式的计算程序，

该成果在第三届“慧源共享”全国高校开放数据创新研究大赛主赛道山东赛区获得

“三等奖”。研究过程已总结为论文，目前尚在外审阶段。另外，研究结果在图书

选购、图书推荐和图书下架等工作中作为参考数据，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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