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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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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来临01

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高

校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也面临着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传统采编模式的局限性02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采编模式主要依赖人工进行图书的采购、分类、编目

等工作，效率低下且容易出错，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下读者日益增长的

个性化需求。

智能图书采编模式的优势03

智能图书采编模式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实现对海量图书

资源的自动化处理和分析，提高采编效率和质量，为读者提供更加精准、

个性化的服务。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图书馆在智能图书采编模式方面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

系，例如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对读者借阅行为进行分析，实现图书的个性化推荐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智能图书采编模式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馆藏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图书利用率等。

发展趋势

未来高校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模式将更加注重个性化服务、多元化资源获取和智能化技术

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和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

图书馆智能图书采编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包括智能采购、自动分类、智能

编目、个性化推荐等方面的研究。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采用文献调研、案例分析、

实证研究等方法，对国内外高校图书

馆智能图书采编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

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智能图书采

编模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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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量的爆炸性增

长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面临

的数据量呈现爆炸性增长，包括

图书资源、读者行为、社交网络

等各方面的数据。

数据类型的多样化

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如借阅

记录、馆藏书目等，高校图书馆

还需处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

读者评论、社交媒体上的图书推

荐等。

数据处理速度的提

升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处理

速度大幅提升，高校图书馆可以

实时分析读者行为和图书流通情

况，为采编决策提供支持。

大数据环境对高校图书馆的影响



个性化

根据读者需求和偏好，提供个性化的图书推荐和采购建议，

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

定义

智能图书采编模式是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对高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的采集、整

理、加工和发布的一种新型模式。

自动化

通过预设规则和算法，实现图书资源的自动采集、整理和

加工，减少人工干预。

智能化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图书资源进行智能分类、推荐和预

测，提高采编效率和准确性。

智能图书采编模式的定义与特点



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处理方式，大
幅缩短采编周期，提高采编效率。

提高采编效率 提升资源质量

优化资源配置 促进知识创新

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
图书资源进行精准评价和筛选，确保
资源质量。

根据读者行为和需求数据，实现图书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动态调整，提高资
源利用率。

通过对大量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
发现新知识、新趋势和新热点，推动
学术研究和知识创新。

大数据环境下智能图书采编模式的优势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智能图书采

编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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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数据来源

通过图书馆管理系统、读者借阅记录、

网络爬虫等方式采集图书信息、读者

借阅行为、网络评价等多源数据。

数据清洗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去除重复、

无效和错误数据，保证数据质量。

数据转换

将清洗后的数据进行转换，统一数据

格式和标准，为后续的数据存储和分

析提供便利。



采用分布式存储技术，如
Hadoop、HBase等，实现海量
数据的可靠存储和高效访问。

分布式存储
构建数据仓库，对清洗转换后的数
据进行分类存储，形成多维度的数
据视图，支持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挖
掘。

数据仓库

制定数据管理制度和规范，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安全性。

数据管理

数据存储与管理



预测性分析

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技术，对图书借阅量、

读者借阅行为等进行预测分析，为图书采购和推荐

提供依据。

关联性分析

挖掘图书之间的关联规则，发现不同图书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读者的潜在需求，为图书采

编提供决策支持。

描述性分析

对图书借阅量、读者借阅行为等数据进行描

述性分析，了解图书馆藏书的利用情况和读

者需求特点。

数据分析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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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分析结果，为图书馆提供个性化的图书

采购建议，优化馆藏结构，提高馆藏质量。

采购决策支持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图书内容进行自动

分类和编目，提高编目效率和准确性。

编目决策支持

根据读者的历史借阅记录和行为偏好，为读者提

供个性化的图书推荐服务，提高读者的阅读体验

和满意度。

推荐决策支持

智能图书采编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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