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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使得科学技术得到了良好的发展进步，有效的促进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个领

域的发展壮大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图书馆行业中，为整个行业的综合性能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针对人工智能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是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人工智能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主流，智慧图书馆的各项服务是无法脱离互联网、数据结构、数字化技术的辅助的。在当前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图

书馆服务得到了良好的延伸，这一形式并非是单纯的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图书馆服务相互整合，而是将二者时间进行深入的融

合，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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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made good progres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brought goo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various 

field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the library industry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s are of more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mart library is the mainstream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smart library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et, data structure,  

and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brary services have been well extended. This form is not a 

simpl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library services, but an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two,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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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就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形势来说，已经步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图书馆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

是人工只能背景下的图书馆与以往老旧模式的图书馆存在那些变化、怎样能够促使图书馆信息融合到社会信息领域是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人工智能与图书馆知识服务 

1.1 数据收集与知识发现 

在图书馆服务工作中合理的运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能够对各类文献资源数据、用户信息、社交信息进行统一的

收集，最终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大数据库，其中涉及到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以及非结构化数据，在整个数据信

息的种类方面来包括图片、影像、音频等多种不同的方式。在人工智能大范围运用的形势下，图书馆数据的来源必然

会更加的复杂，不仅能够借助传统的鼠标以及传输设备进行信息的录入，并且也可以利用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先进

科学技术和设备。如果图书馆内所富含的数据量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需要针对数据加以深入的分析，并且判断出数

据中所蕴含的资源和用户信息
[1]
。 

1.2 知识图谱与深度推理 

在全面掌握知识的基础上，针对知识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理解，从而对知识结构进行梳理，编制出知识图谱，最终

能够更加细致的对知识中蕴含的深层次的含义进行理解，这也是图书馆知识服务的重要基础。针对知识图图谱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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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推理主要牵涉到两个层面的内容，即：符号推理以及统计推理。其中符号推理是无需使用者自行对推理过程进行设

计的，能够对知识元之间所存在的语义内涵和关联进行准确的判断。统计推理则需要利用统计的方法从知识图谱中来

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知识。将深入学习的超强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图书馆内所储备的大量信息数据加以利用，促

使图书馆增强对知识图谱深入全面推理的性能。深度推理可以借助知识网络以及循环网络，在知识图谱中找出更具内

涵的内容，从而满足读者的各方面实际需要
[2]
。 

1.3 知识服务与应用 

在针对知识图谱实施进一步的推理的前提下，要综合实际情况来创设知识结构体系，并且设置知识查询功能。结

合知识图谱内容来创设知识服务机制，从而为图书馆内读者来提供高效的灵活的知识服务。其中，利用专业的智能化

平台来对读者的行为、喜好以及资源检索的知识图谱加以综合分析，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准确的用户信息结构，

结合用户信息结构为读者提供专门的知识服务。其次，针对图书馆各个学科资源知识图谱进行全面的推理，这样能够

为用户展示出各个学科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知识热点以及未来发展前景，从而为详细的科学知识划分提供帮助。

最后，利用专业信息、交流信息等来创设知识图谱，合理的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创设自动问答系统，利用自动问

答系统能够为用户的实际需要来给予服务。自动问答系统能够更加高效的对学科中所存在的问题给予解决，促使图示

管理工作人员能够发挥出良好的管理作用，为读者提供全面细致的知识问答服务
[3]
。 

2 人工智能背景下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模式 

2.1 自助式知识导航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心得知识，在推动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知识迷航的问题。人们

要想在巨大的知识量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具有一定的困难的。在这种形势下，图书馆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发

挥出只是导航的作用，针对用户所提出的问题给予正确的解答，协助用户能够更加高效的获得需要的知识。利用知识

导航系统，用户可以说实现自行进行知识导航的目的，从而将图书馆管理人员从巨大的工作量中摆脱出来，减轻工作

人员的工作压力。大型学科知识图谱具备良好的直观性和可视性，从而能够将各类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更加清晰的

展示出来。利用知识导航能够对知识实体之间所存在的实质关系进行了解，从而能够为用户对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流

动过程中进行全面的把握，促使用户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并且对学科研究发展和未来发展方向加以了解
[4]
。 

2.2 关联性知识检索 

人类的思维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谷歌创设知识图谱，将所有的知识之间所存在的关联进行标注，搜索引擎查询

到的结果不但会列出所涉及到的文档列表，并且还可以找出代表实体的知识源。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爱因斯坦，随后

点击搜索，整个网页中会将他的相片、生平履历、代表作品等多方面信息呈现出来，并且在显示器的右边还会罗列出

多个相关知名学者的链接。知识图谱不但涉及到实体的实际实行，并且也包括各个实体之间所存在的关联关系。借助

科学知识图谱，图书馆能够提供详细的知识检索。诸如：在检索区域输入红楼梦，所搜索出来的内容不仅涉及到《红

楼梦》的纸质图书、电子图书、多媒体视频等知识资源，并且还会带出与作者存在关联的其他书籍
[5]
。 

2.3 场景化知识推荐 

场景化知识推荐能够为用户提供需要的场景知识，场景感知与情景感知相对比来说更加注重利用多种信息资源全

面反映用户所处在的实际场景，移动图书馆的出现为场景化服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移动图书馆内不但能够

对用户的各项行为、时间等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并且还可以利用专业的定位系统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来对用户所处的

位置、运行速度以及设备情况进行全面的智能感知，从而对原始场景进行模式。利用设备学习和数据挖掘技术来对用

户的运动环境、运行轨迹进行综合分析，从而能够对场景进行模拟，借助高效的内存计算技术，高效的完成实时现场

模拟，从而实现场景化的知识推荐。诸如：针对时间、地点以及用户行为特征所存在的关系进行综合分析，最终总结

出用户的喜好和阅读规律，这样就能够针对用户的实际需要来为用户推荐需要的知识资源。 

2.4 个性化知识推送 

个性化是图书馆知识服务以用户为核心的基础要求，秉承个性发展原则以及以人为本的原则是图书馆创设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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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服务机制的重要基础。结合用户的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创设完善的用户信息系统，结合用户的需要和喜好来进行个

性化的知识推送。利用网络平台、智能手机等不同的渠道来为用户提供服务，从而更好的满足用户对知识的实际需要。 

2.5 组群式知识共享 

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带动下，社会化的大范围协作为各个行业的发展变革带来了诸多的机遇，人类社会正在朝

着信息高效共享的时代迈进。个人的知识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人们通过交流和沟通能够实现知识的共享。在知识共

享的过程中，也会激发出新的思维意识，从而实现对知识的创新。结合用户在学习、社交以及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数

据来创设大范围的社会图谱，利用深入学习和挖掘的方法来对社会网络中专家所具有的知识传递给其他用户，从而提

升知识的利用和共享。 

结束语 

在当前人工智能的大环境下，针对图书馆知识服务进行优化创新，可以利用数据挖掘和模式分析的方法，针对诸

多异构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并且通过对知识图谱的深度推理，让读者享受更方便、快捷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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