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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密集书库智慧化服务研究
张 娜 侯艳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陕西杨凌，712100）

摘要：在智慧化图书馆的背景下，现代密集书库不仅需要解决高校图书馆馆藏

空间饱和的问题，还需要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智慧化的管理，提高二线文献的利用

率。该项目分析了目前国内密集书库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图书馆密集书库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校图书馆密集书库提

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密集书库 智慧化研究

一、课题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研究背景

密度书库的建设实践始于欧美高校图书馆，首个高密度书库为哈佛大学于 1986

年建成的储存图书馆，极大提高了藏书及其空间的利用率，降低了图书管理成本。“哈

佛模式”的成功运行使高密度存储的理念在图书馆实践中得以迅速推广和应用。受

“哈佛模式”的启示，欧美国家图书馆先后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高密度存储

书库，有效缓解了纸本文献激增与馆舍空间有限的现实矛盾。在国外图书馆密集库成

功运行的启示下，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先后建立或筹划起不同形式、不同层次

的高密度存储项目。但目前，国内图书馆密集书库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公共图书馆

密集书库的智慧化水平高于高校图书馆，在高校图书馆中的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

2、研究目的

挖掘出一套适合本馆密集书库馆藏管理和读者使用的管理方法，最大限度地增加

藏书空间，解放管理团队的工作压力，有效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准。

3、研究意义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发展的重点方向。密集书

库是图书馆文献资源体系中很重要的组成部门，构建智慧性密集书库建设也是促进智

慧图书馆转型的一个重要措施，可以使图书馆的功能与个性化服务更加多样化。

图书馆担负着图书情报中心的角色，密集书库作为图书馆的“第二书库”保存着

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源，这些珍贵的资料当然也要为科研交流和合作提供帮助，那么如



何快捷地查找文献、传递文献显得十分重要。本项目围绕目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的解决思路可以解决此问题，且操作难度小。

二、研究内容
1、国内高校图书馆密集书库的现状

1.1 馆舍建设方面 一部分借鉴美国等国家在中心馆外另外建立馆舍用以储藏低利用

率藏书的实践，如，中科院成都文献中心储备书库、清华大学昌平书库、背景大学昌

平储存馆，都是远离中心馆的郊区建成的专门用以存储低利用率文献的馆舍。另一部

分是在馆舍内划出单独区域建立密集书库，目前高校图书馆更多地采用这种模式，如，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长安大学图书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等等。

1.2 流通模式 虽 RFID 技术已经引入图书馆多年，但大规模用于一线书库，大部分

高校图书馆并未对加了 RFID 芯片的图书进行密集保存。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密集书

库较多仍采用传统的条形码和磁条技术，在借阅管理上绝大数仍采用原始的人工系统

借阅或在册登记，自主借阅绝大部分并未实现。

1.3 排架结构 国内外图书馆在建设密集书库时主要采用三种方式进行排架：索书

号、流水号（箱式排架法）、RFID 层架标排列。索书号排架法是严格按照书脊上的

分类号进行排架，优点是根据索书号排列规则很容易找到所需图书，但因为密集书库

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采用索书号排列需要给未来入库图书留足充足的位置，如果

预留空间计算不准确，将来可能要面临大规模的整架倒架工序，增加了管理成本。目

前国内高校采用此方法的图书馆如：清华大学远程书库、上海交通大学密集库、西安

建筑科技大学密集库、陕西科技大学密集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密集库等等。

流水号排架模式是以流水号作为图书排架与查找依据。首先给每本书入库图书粘

贴流水号标签，然后将流水号作为图书排架与查找依据。首先要给每本入库图书粘贴

流水号标签，然后将流水号逐一录入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中，作为图书定位依据，

流水号排列法也可以对图书进行书架定位。优点是方便好找，但缺点是需要大量的人

力物力将书目信息录入到管理系统中，后续如果发生倒架或图书剔旧，则需要补充图

书填补空号。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如长安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

书馆、北京大学昌平储存库、江南大学图书馆、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图书馆等等。



RFID 层架标排列模式，这种模式不必考虑图书的索书号及流水号，只需要在图

书内部粘贴 RFID 电子标签，同时为每层书架粘贴层架标标签，将电子标签与条形码

进行关联注册。图书上架后，强制进行关联，将关联信息数据库，从而完成图书的精

准定位。优点是书库管理成本低，但缺点是标签成本高，需要投入较多的财力。

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密集书库建设

2.1 新馆密集书库资源构成及布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老图书馆密集库位于图书馆的负一层，采用的是旧式手摇密集

架。总量约为 140 多万册，其中约 20 万多可借图书，其余不可借文献为：剔旧图书、

画报画册、精装报纸、合校前精装期刊等文献。自 2023 年 7 月北校新图书馆建成，

密集书库位于新馆负一层，分为两部分设计：一部分在汇文管理系统有数据的文献进

入智能密集架，一部分在借阅系统无数据文献进入旧式手摇密集架。智能密集架共采

购 930 节，布局在五个区域，以闭架、读者证登记的方式向读者提供外借服务。

2.2 旧式手摇密集架 我馆密集书库绝大部分文献属于在汇文系统无数据文献，

但是文献保存价值比较大，目前是按照索书号或文献类别闭架密集管理。等待未来经

费充足，再对这些文献进行二次加工。

2.3 智能管理系统 智能密集架控制管理系统是依托 Windows 平台和网络通信

协议而开发的可以对密集架进行架体运行操作、对图书进行管理、对管理人员权限进

行监管等操作的应用软件，该软件具有对局域网内的密集架进行运行，对图书进行注

册、查询、借还、RFID 智能定位、图书销毁、图书迁移，对管理人员的权限进行分

配、审批等功能，能够为用户提供良好的人机界面，彰显密集架控制系统的高度智能

化。智能密集架控制管理系统整体系统架构采用 C/S 方式，既可以局域网 PC 电脑多

个终端进行设备控制，也可以作为单机使用,选择具体的楼层和架体区域进行操作开

架、闭架、通风、停止、锁定等操作。



2.3.1 图书管理 通过系统可以完成图书信息的注册、开架、查找、借还、无序管

理、查询统计等功能。

a图书注册 单个图书注册：在系统里选择具体的楼层、区域、列、侧、节、层、

全宗、目录、案卷、密级，填写图书名称、图书编号、条码、图书介质、负责人、

编制单位、编制时间、保管期限等信息，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完成图书注册。

批量注册：在系统里导出模版，在菜单栏目“图书管理”里面找到“图书查询”菜

单栏，点击“导出”按钮，此时导出的 Excel 数据列表可以作为图书 2.0 导入模

版。

b 图书查询自动开架 根据查询方式里面的选项，输入不同的查询条件内容，点

击“查询”按钮即可进行图书查询，点击“打开架体位置”按钮，则会自动打开该

图书所在列的密集架通道。

c 查找存放位置 在系统里需要查找的的图书，点击查找存放位置，如果 RFID

扫描到该图书的电子标签，则会提示该图书的位置信息（注:该功能基于 RFID 智能

定位，如果架体未配置 RFID 读写器则无法使用该功能）。

d 图书借还 选择需要借出的图书，然后填写借出理由，再点击“编辑”按钮，

就会显示待借出的图书，然后填写“借出标题”，选择借阅类型，是否需要走审批

流程，如需走审批流程则选中对应的审批工作流和下一步审批人，如无审批流程则

选择“无”，填写申请人(机构)，点击“提交借出信息”按钮即可完成图书借出操

作。在“图书管理”里面找到“图书归还”菜单栏，输入需要归还的图书信息，点

击“查询”按钮，即显示该图书的相关借阅信息，双击列表里面的待归还的图书，



然后选择图书是否完整，是否同意归还，然后再点击“归还”按钮，即可完成图书

归还操作。

e 图书无序管理 菜单栏目“图书管理”里面找到“图书无序管理”菜单栏，选

择具体的楼层和区域信息和位置信息后，点击“盘点”按钮，即可对当前选中的位

置进行 RFID 库存盘点，生成注册数、在位数、借出数、错位数、丢失数、未知数

报表；点击“上架”按钮，即可对当前位置的图书进行上架操作；点击“下架”按

钮，即可对当前位置的图书进行下架操作。

2.3.2 查询统计

a 归还查询 按照图片示例，选中“查询与统计”里面找到“归还查询”菜单栏，

在菜单里面可以查询某个时间段某个人归还了什么图书，同时还可以导出归还历史

记录信息 Excel 报表。

b 借出查询 选中菜单栏目“查询与统计”里面找到“借出查询”菜单栏，在该

菜单里面可以查询某个时间段某个人借了什么图书，同时还可以导出借出历史记录

信息 Excel 报表。

C 温湿度查询 在菜单栏目“查询与统计”里面找到“温湿度查询”菜单栏，选择

具体的楼层和区域以及日期之后即可查询当天的温湿度曲线图信息。如果需要导出

温湿度 Excel 报表，则点击“统计报表”按钮，会弹出一个页面，在该页面里面点

击导出报表即可生成 Excel 表。

2.4 存在的问题

2.4.1 服务提供方面

智能管理系统没有和汇文系统对接。密集书库的服务方式是闭架管理，读者在

OPAC 上检索出所需图书，查看图书状态，如“可借”，则需要前往图书馆办理借阅

手续。工作人员则需要在智能管理系统上通过题名或图书其它特征查询，定位对应

的层架标信息，开架获取，并办理借阅手续，读者归还时也必须本人来密集书库管

理处归还，目前还不能实现预约服务。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等图

书馆在图书馆的首页面已经开通此服务，读者只需要填写书目单子，馆员收到请求

后，帮读者找到图书，并通知读者来取，大大节省了时间。

2.4.2 图书 RFID 标签未大规模应用。本馆密集书库大部分图书馆都未加电子标签，

所以大部分文献信息未能录入电子智能架里，目前还仍按照索书号排列获取，等待后



续经费充足再加工的时候，通过 RFID 批量导入的方式，实现数据的采集，智能架功

能才能全部实现。

三．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1 密集书库建设在图书馆受重视程度不够。密集书库大多保存的是一些利用率低

的文献，一般都远离借阅区，属于封闭空间管理。在高校图书馆经费紧张的前提下，

优先保障流通率高的文献及馆里电子资源的投入。项目调研了陕西省内的 985 高校，

目前只有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在密集库管理上较先进，其它馆大部分还是采用原始

的木质书架或手摇密集架按照一定的排列号密集保存，智慧化水平较弱。

1.2 密集书库建设地区差异大。项目组通过网络调研发现，东南部高校如复旦大

学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发达地区图书馆，

在建设密集书库方面智能化程度高于西部地区。

1.3 文献数量大，加工难度大。国内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双一流高校或合并院校，

因为文献体量大，大量的低利用率的文献涌入密集库，这些文献年代久远，文献数据

不全面，加工难度很大，某种程度也影响了密集书库的智慧化进程，如长安大学图书

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等类型图书馆。

2、建议

2.1 加大经费投入 密集书库保存着大量的价值量高、网络上无法查找的珍贵资源，

图书馆应对这些文献划专项经费进行二次深加工，让这些宝藏“重见天日”。

2.2 加快智慧化进程 在智能化平台的基础上，尝试“无人值守”密集书库管理模式，

允许读者刷卡或通过人脸识别自行入库、自行选书、自行办理借阅手续等操作，同

时辅以音频设备进行监控及辅助，从而节省图书馆日益紧张的人力，提高效率。

四.项目成果（发表的文章、开发的软件、取得的实践效果等）

论文“高校图书馆密集书库智慧化服务研究”已被编辑部接收通过，等待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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