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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题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 课题研究背景

高校图书馆是高校的知识中心，馆藏丰富多样的学术资源，如何向

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迥异的用户精确推送满足其需要的馆藏资源，关系

到高校图书馆资源能否实现充分利用，也关系到高校图书馆服务的质

量。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传

统图书馆必须及时做出调整，尤其是在信息检索领域，要追求更加智能

化的突破与发展。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设现代化、数字化、智

能化的图书馆。

然而，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图书馆，虽然馆藏

信息资源量日益剧增，积累了大量的、形式复杂多样的信息数据，但读

者和数据之间、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关联也存在着模糊地带，海量的信

息数据与用户需求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延缓了智慧图书馆的建设进度。

对此，知识图谱作为一种知识管理技术，能让海量的知识数据有效

组合和应用，为知识的大数据合理化利用提供优质路径，为读者与高校

智慧图书馆之间建立起了网络纽带。可根据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推送服



务，与现代高校图书馆建设需求不谋而合。因此，将知识图谱技术运用

到图书馆建设中，不仅可以满足用户个性化、多元化和主动性的信息服

务需求，而且能让读者快速、有效从海量的文献资源中搜索到高质量的

信息，快速提升图书馆的服务及管理水平。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面对时代的挑战，为了提高信息咨询的实时性和便捷性，图书馆正

在积极开发分布式虚拟形成咨询系统。通过构建虚拟知识平台，有针对

性的向用户推送相应的内容，这样弥补了传统接受服务的推荐模式，在

虚拟知识平台上，馆员负责对读者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有针对性

的推送问题的答案，既发挥了馆员的智力劳动，又为读者提供了多场景

化的，深层次，宽领域的服务，让用户一目了然地理解推送资源与自己

个性化兴趣和需求的关系。服务创新模式从传统型咨询服务模式逐步走

向智能化服务模式。

比传统数据库而言，知识图谱以更加直观的展示形式表现实体间的

关联关系。知识图谱将读者、文献、著者、出版社等元素实体相互关联，

呈现给读者更全面的知识脉络。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读者，图书馆需要

一个能够与读者智能交互的平台，以更了解读者的情况。用户画像就是

给用户打一组标签，每个标签给一个权重，权重代表了用户在这个方面

兴趣的强烈程度，通过这种关联关系，多维度地向读者精准化推送更多

信息，读者更容易发现或找到喜欢的文献，从而增强阅读兴趣。



2 课题研究内容及方法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是相互关联的，为了提供更为高效精深的信息服

务，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咨询服务闭环生态系统，

如图 1 所示，图书馆紧跟时代的脚步，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深度学习，融

入结合并构建了自助问答平台，将人工智能的算法进行比对，将智能咨

询系统的数据不断传上云端，将用户的录音内容以及用户的问题自动转

换成文字和指令。最后，智能咨询系统将用户产生的问题转换成相应的

文字指令。

2.1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提取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提取主要包括资源数据信息提取、资源

关系特征提取和资源属性特征提取三个部分。资源数据信息提取主要是

提取资源来源机构信息、资源名称、资源关键词信息、资源发布时间等；

资源关系特征提取主要是提取资源信息间的内在关系、逻辑联系，如同

一作者发表的不同文章间的关系特征，一篇文章中题目名称、作者、出



版社、关键词等之间的关系特征；资源属性特征提取主要是提取资源本

身所包含的资源大小、资源类型等信息。这三个部门不是独立存在的，

而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基于知识图谱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是对不同来

源资源、不同结构资源进行数据特征提取，形成具有特定逻辑关系的数

据知识，并存储到图书馆知识图谱数据库中。

2.2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表示

数据资源的表示方式有多种，通常来讲主要包括三元组表示法、分

布式表示法和复杂关联表示法。针对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无序化、离散

化特征，本文采用分布式表示法对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进行知识表示。

该方法不仅能够对资源内容进行表示，而且可以准确的将资源内在关系

特征进行展示，例如可以表示资源作者与用户、作者与资源、用户与资

源、资源与资源等关联关系。资源内在关系特征往往不是单一存在的，

通常有多个关系特征，甚至不同关系特征存在交叉关联。通过知识图谱

的知识表示功能，可以将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信息内容、内在关系系统

清晰地向用户、管理者展示，方便对资源有深层次的理解。

2.3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聚合

知识聚合是对知识提取数据信息的再处理。知识提取后的数据信息

往往具有多样性、重复性特征，知识聚合可以通过执行统一规范，剔除

多样性、重复性数据信息，并开展资源数据对齐、提取数据关联关系推

演等操作，将处理后的提取数据进行聚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体。在

知识聚合过程中，预处理是关键步骤，它是利用函数关系将目标数据做

分块预处理，剔除无用、重复信息。负载处理是将预处理后的数据与原



数据信息进行比对，计算两者间的相似程度，并建立相应链接。关系推

演是验证数据是否失真的重要环节，推演结果对知识聚合起决定性作

用。知识聚合可以将关系特征复杂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进行深度聚合

处理，从而反映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内在的关系特征规律，为资源更好

利用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2.4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的知识推理

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过程是潜在关联信息发掘的过程，图书馆开展知

识推理可以发掘出馆藏数字资源潜在的关联规律信息、潜在的知识点，

经过该过程所得到的知识将被作为新的资源信息进行存储。知识图谱的

知识推理主要包括了逻辑推理和图形推理两种，逻辑推理相对简单，它

是在现有资源数据基础上，依据数据逻辑关系推导出新的数据关系信

息；图形推理是一个复杂过程，它将现有资源数据表示为不同的数据节

点，通过节点间路径推理推导新的数据关系信息。知识推理是基于知识

图谱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管理与检索系统的核心环节，它可以很大程

度上提升图书馆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掌握，进而提升图书馆检索能力。

3 系统设计

本文将知识图谱应用在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中，不仅可以建立资源

间深层次关联和系统化联系，有效提升了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管理和检

索能力，而且通过知识推理可以形成新的知识点或知识单元，进一步提

升馆藏数字资源的内在价值。基于知识图谱的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管理

与检索系统主要由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存储层、图书馆知识图谱层和图

书馆用户交互平台层三部分组成（如图二）。



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管理与检索系统

图 2：馆藏数字资源管理与检索系统

图书馆内信息服务系统建设的理想模式是包含智能信息服务系统

的所有要素，从而为用户提供数字内资源加工、信息存储、再资源采集、

网络资源整合、信息集成、虚拟咨询等多种服务，如图 3所示:

图 3：图书馆智能信息服务系统建设模式

构建知识图谱推送平台，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与读者的关系，探究文

献与读者的潜在关联，基于此关联进行推送分析。构建“文献-读者”知

识图谱首要是整合文献和读者的数据源，从数据源中提取出实体以及关

数字资源存储层

知识图谱层

用户交互平台



联，提取出实体和关联再存入知识库中，知识库分别由数据层和模式层

构成，通过分析模式层和数据层，可以发现文献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

而全方位的描述出文献的受众群体和群体的阅读行为和习惯，我们从中

抽取出信息并进行信息融合，同样经融合后，形成读者信息知识图谱，

根据该图谱，我们可以知道图书借阅数据与读者性别、籍贯年龄，受教

育程度等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出读者阅读习惯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最

后进行融合验证。在“文献-读者” 知识图谱的基础之上，便可以搭建

知识聚合与推送服务平台。若在创建知识图谱时进行知识融合，则需要

进行融合验证，验证这种知识融合是否与预期效果一样，知识图谱工具

对文献信息和读者信息做知识抽取， 知识融合， 建立数据库，并用可

视化界面直接展示出来，利用这种技术可以更好地与读者进行交互。知

识图谱可以进行精准推送和精准化阅读，提高读者的阅读效率。

4 结论与建议

在对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探究当中，分析并融合了智能信息服务

以及智能推送服务模式，当前，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涵盖的领域较广，

不仅包括书籍类资源，还包括名家讲座、期刊杂志、新媒体等数字资源，

资源类型众多，资源结构不尽相同。用户对资源的需求变化随着时代的

不同而产生变化，因此，对图书馆馆藏数字资源管理及资源检索提出挑

战。本文给出了智能信息服务的构建，介绍了知识图谱中知识提取，知

识表示，知识聚合，知识推理，通过利用知识图谱，可以将不同数字资

源知识单元串联起来，形成清晰的知识脉络，有效解决了不同数字资源



的无序化存储，提高了图书馆用户资源检索的精准性，同时还满足了不

同用户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

5. 项目成果

①形成研究报告

②提供我馆知识图谱推荐模式参考

6. 参考文献

[1]靳国艳.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图书馆文创研究可视化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12):86-93.

[2]孙玉艳,林妹娇.我国图书馆应急服务研究的可视化分析[J].唐

山师范学院学报,2022,44(06):149-153.

[3]赵夕姝.基于知识图谱的馆藏数字资源管理系统设计研究[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2(10):75-78+95.

[4]刘威妍,孙儒,祝黎丽,黄冰洁.知识图谱视角下我国图书馆安全

研究的现状与分析[J].图书馆学刊,2022,44(08):96-105.

[5]张广伟.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图书馆文旅融合研究可视化分析

[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2(08):18-24.

[6]史艳芬,姚媛.近10年国内图书馆空间建设研究趋势的知识图谱



分析[J].图书馆研究,2022,52(04):108-116.

[7]李苑蔚.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J].济源职业

技术学院学报,2022,21(02):18-22.

[8]祝婷,汪圳.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图书馆智慧服务研究可视化

分析[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2,25(02):63-71.

[9]张容.基于知识图谱的图书馆馆员职业倦怠研究[J].大学教

育,2022(02):167-170.

[10]刘晓莉,张雷,张凡.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图书馆微信公众平

台研究进展可视化分析[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1(22):78-79.

[11]李继红,陈宁辉,徐桂珍,江珊,王洪江.国家社科基金视域下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可视化计量分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

报,2021,33(05):83-92.

[12]王洪娟,赵军成.近十年来国内图书馆领域知识产权前沿演进

与趋势分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21,41(04):111-114.

[13]罗媛,朱子龙.我国图书馆知识管理知识图谱分析[J].文化创

新比较研究,2021,5(10):4-7.

[14]王小菊.我国高校阅读推广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J].河南图书

馆学刊,2021,41(03):57-59+66.



[15]张学福.基于文献计量的国内图书馆旅游服务研究分析及展望

[J].四川图书馆学报,2021(01):10-15.

[16]邵必林,杨?.知识图谱视角下我国图书馆个性化推荐研究趋势

分析[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02):88-98.

[17]党洪莉,谭海兵.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图书馆知识图谱服务研

究与启示[J].新世纪图书馆,2020(05):76-80.

[18]王术.近年我国图书馆数字资源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内蒙

古科技与经济,2019(24):143-146+148.

[19]赵乃瑄,刘佳静,金洁琴.我国图书馆微信研究热点及前沿的可

视化分析[J].图书馆,2019(11):58-63.

[20]胡潇戈,戚越,王玉琦,程齐凯.面向智能问答的图书馆参考咨

询知识库体系设计及构建[J].图书情报知识,2019(05):101-10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