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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图书馆的移动服务

1 前言

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摩根士丹

利在去年年底发布了一份非常有影

响的《移动互联网研究报告》[1]，

指出移动计算将是继大型机、小型

机、个人电脑及因特网之后第五个

信息技术领域的趋势主题，将在今

后十年的信息技术应用中占据最

重要的地位。近年来，以智能手

机、电子书阅读器以及苹果公司的

iPad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移动信息

终端，极大地影响着我们这个信息

社会的生态环境，影响着各行各业

的发展。在这其中，手机作为一种

现代人们生活中具有强制性携带意

义的移动设备，更是在人们的生活

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手机也不

再是过去仅仅用于语音通话的终

端，人们往往拿它来发短信、播放

各种媒体、拍照、摄像、上网浏

览、收发邮件、微博等等，它成为

一个全功能全媒体的信息终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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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图书馆而言，如何走近用户，如

何更好地为用户提供移动服务，让

用户在手机这种移动终端上能享受

到图书馆无所不在的服务，是国内

外许多图书馆在努力思考与尝试的

重要课题。

从2005年起，上海图书馆上海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简称上图，

下同）就开始利用手机短信为读者

提供服务，之后又通过电子书阅读

器、手机二维码、手机网站以及手

机阅读等多种方式为用户提供服

务。本文将介绍上图这几年来在移

动服务方面所作的实践尝试，以及

讨论在手机等移动服务中的一些技

术要点与特点。

2 国内外图书馆的实
践

国外手机图书馆的应用可以

追溯到2000年左右。日本和欧洲

在移动通信技术方面是比较先进

的，日本富山大学图书馆于2000年
9月开发出i2mode手机的书目查询

（OPAC）系统，东京大学图书馆

也于2001年5月开通i2mode手机书

目查询（OPAC）系统[2]。芬兰赫

尔辛基技术大学图书馆2001年秋季

开始使用手机短信息服务[3]，韩国

西江大学2001年7月推出用手机可

以查阅图书馆资料的移动图书馆
[4]。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由于其主

要服务对象是在校的大学生，因此

所提供的手机网站服务主要是基于

参考帮助、技术服务以及基本的检

索功能。例如，Richmond大学图书

馆所提供的手机图书馆服务就包括

目录检索、实时笔记本电脑和PC
机的可用信息，通过E-mail向馆员

提问、SMS/IM等[5]。纽约大学图

书馆则将重点放在电子可用资源的

手机服务方面，提供基于题名、主

题或格式的电子资源检索，同时也

提供一些基本的图书馆信息[6]。公

共图书馆则将手机服务的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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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让读者可以通过手机浏览图书

馆目录、查看借阅书籍的到期日、

索取资料、查看读者记录等。III
（Innovative Interfaces, Inc）的目录

应用AirPAC就是一个为无线移动设

备而设计的模块。目前越来越多的

公共图书馆正在使用AirPAC移动搜

索模块，如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图

书馆[7]。此外，在手机上提供分馆

信息查看也是公立图书馆的一项服

务内容。俄亥俄州图书馆的用户则

可以通过OPLINMobile移动网络，

从俄亥俄州250家分支图书馆中搜

索出距离该用户当前位置最近的公

共图书馆[8]。除了手机书目查询服

务外，国外图书馆界也认识到在线

数据库的手机版推出的重要性。目

前有几个国外数据库和电子资源厂

商提供了他们搜索界面的手机版，

包括EBSCO Mobile[9]、IEEE Xplore 
Mobile[10]。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外

图书馆意识到eBook的使用能为图

书馆增加现有馆藏，同时提升用户

体验。在土耳其，Springer eBooks
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使用率

从2007年至2008年增长了60％[11]。

另外，国外图书馆还尝试着开发

一些手机客户端应用，例如iPhone
图书馆应用程序。华盛顿DC公共

图书馆于2009年开发了一个让图书

馆读者通过他们自己的目录找书的

iPhone应用；明尼苏达大学将工作

安排分配转换成可应用于iPhone及
黑莓的应用程序[12]。

国内也有多家图书馆开始尝试

开展移动服务。其中，国家图书馆

于2008年12月22日推出了以短信、

WAP等技术为主的移动数字图书

馆、短信服务、WAP网站、国图

漫游以及手机阅读等服务模块，

“掌上国图”服务正式向读者开

放，为读者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

的图书馆移动服务[13]。不少高校图

书馆也推出了以WAP网站为主的

手机图书馆服务，例如清华大学图

书馆[14]、成都理工大学图书馆[15]、

重庆大学数字图书馆[16]、东莞图书

馆[17]，都为读者提供了图书查询、

预约续借、新书查询、图书馆公告

等服务。综上所见，图书馆的移

动服务正逐渐成为推广图书馆文

化、帮助读者、与读者交流的强有

力的渠道。

3 上图移动服务的设
计思路

随着新一代技术潮流的到来，

图书馆必将迎来新一代的读者，他

们擅长使用手机以及移动设备获取

信息、交换信息，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稍微动一动手指即能获得想要

的信息。面对新一代的读者，图书

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

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我们什么

也不做，维持原有的服务模式，当

然还是有一批忠实的读者继续使

用图书馆的服务，图书馆还能照

常开放，但是对新一代的读者，他

们习惯常用的服务方式中却没有图

书馆的服务，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远

离图书馆，造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

见的。所以对图书馆来说必需要抓

住时机，推出自己的移动服务，来

满足新一代读者的需求。2009年，

上图开始了移动服务的尝试，我们

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吸引人的移

动服务，并且读者能够接受，而且

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能实现的。通

过大量的文献调研以及读者需求调

研，我们确定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整合目前流行的移动技术的移

动服务平台，不仅能够满足新一代

读者的需求，而且还能展示图书馆

的资源，拉近读者与图书馆的距

离，从不同角度、层次让读者感受

到无处不在的图书馆服务。我们在

设计乃至建设平台之时，都以以下

三条作为主旨思想：首先，简洁易

用，对读者不仅要体现在使用服务

方面，更要在下载、安装、部署等

方面体现出来，要让读者方便地用

上我们的服务；第二，人性化，以

读者为本，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更

多考虑他们的使用习惯来设计系

统，让读者使用起来更感亲切，也

更容易上手；第三，时效性，在设

计时我们把读者最迫切的需求作为

首要考虑，并采用自己较为熟悉并

且成熟的技术来实现，避免在技术

的选择与研究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而

错过时机。通过上图系统网络中心

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我们在2010
年4月推出了最新版的移动服务平

台，这个平台包含了移动手机网

站、移动聚合浏览器、移动书目查

询IPAC、移动个人图书馆以及移动

阅读，全方位地为读者提供了移动

潮流下的图书馆服务。

4 上图移动服务综述

上图在2005年率先开通了全国

首家“手机图书馆”，近年来，不

断在数字移动终端的用户服务方面

进行着尝试与探索，已陆续推出了

手机短信服务、数字移动阅读器、

手机二维码应用、手机网站等，目

前正在进行手机客户端的研发工

作，这些服务将图书馆服务的桌面

终端延伸到移动终端，开辟了图书

馆信息传递的新天地。 
2005年5月上图在年度服务

宣传周活动中推出了新的服务举

措——手机短信图书馆，这是全国

首家推出的基于手机短信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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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图书馆服务，延伸了图书馆的

服务时空。通过电信服务商的短信

服务平台，移动用户通过手机，就

能接受上图提供的各项短信服务。

其短信服务内容包括讲座预定、问

答咨询、文献请求、活动互动等。

2009年3月上图向社会推出了数字

移动电子书阅读器的外借服务，在

原先读者通过e卡通登录，在因特

网远程外借电子图书的基础上，在

外借的电子书阅读器同样可以连接

电脑下载外借的电子图书，这个电

子书阅读器可下载上图购买的10万
种约24万册方正电子图书，从而使

读者享受电子图书随身读的快乐。

2009年7月在“寻根稽谱——上图

藏家谱精品展”上，上图在国内首

次采用二维条码技术向读者和参观

人员推出数字展览信息服务。二维

码[18]是按一定规律使用二维方向上

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来记录数据

信息的符号，是大容量、高可靠性

信息实现存储、携带并自动识别的

理想方法。在展览中，参观者可以

利用手中任何一款可拍照手机读取

通过同步“我的图书馆”中的个人

书橱，可以将在线借阅的电子书下

载到手机上，使用户在手机上就能

阅读所借阅的电子书，为读者提供

了随时随地的阅读乐趣与享受。该

服务目前对所有中心图书馆“一卡

通”持证读者免费开放，读者只

需下载专用手机阅读器即可进行

手机阅读，现在已支持Android和
Windows Mobile两种手机操作系统

和众多型号的手机，并将在2010年
覆盖S60、iPhone、黑莓及大部分

主流手机系统。系统通过DRM数

字版权保护技术，既保证了出版社

的权益，也没有过多影响读者的看

书体验，解决了图书馆电子书借阅

的技术难题，使手机电子书阅读成

为可能。移动阅读一经推出，就受

到了读者的好评，读者对该系统实

现的功能、提供的服务极感兴趣。

在2009年全国图书馆评估中，通过

试用，专家对其提供的手机书目检

索、自助服务的功能印象深刻。在

系统上线后的半年多时间中，读者

在线借阅电子书已达6000多本，手

机客户端下载150多次，下载手机

电子书300多次，移动阅读必将成

为图书馆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

2010年4月，在原有手机网站

的基础上，上图对手机网站服务功

能进行了扩容和修订。除大量修改

原有网站代码、完善手机客户端兼

容性之外，还推出了以上图世博资

源为主的“上海与世博”栏目，

整合了借阅图书及读者卡到期提醒

服务、手机续证、读者卡挂失/寻
回、图书续借预约、个人信息查看

及修改等各项个性化服务的“我的

图书馆”手机版栏目，以及上图手

机电子书、中心图书馆分馆导引

等栏目，并对书目检索进行了调

整，从原来使用GWT（Google Web 

图1 上图移动服务大事记

二维码，以获取展品的信息介绍和

照片，手机上不仅可以立刻显现出

展品的相关信息，而且可以利用该

链接定位到上图的家谱网站，浏览

丰富的家谱内容，相关展品的内容

介绍等还可以根据需要发送到读者

指定的信箱。2009年10月上图正式

对外推出以http://m.library.sh.cn为域

名的手机图书馆网站，该网站根据

读者的需求整合上图已有的WEB服
务，在遵循XHTML Mobile Profile规
范（也就是通常说的WAP 2.0规范）

的基础上，推出了包括书目检索、

RSS订阅、图书馆简介、图书馆利

用一百问、联系我们等栏目，特别

是开全国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在手

机上查询图书馆书目，开辟了图书

馆信息传递的新天地。上图手机网

站初步实现了将图书馆服务延伸至

读者手机端，将桌面终端搬到了移

动终端，增加了一种与读者互动的

新途径。2009年11月，上图在国内

图书馆界首家推出手机电子书服

务。该服务是在全文阅读在线电子

书的基础上，利用手机阅读功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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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kit）工具转换的方式，转变为

自行使用XSLT技术，将书目检索

获取的XML结果文档转换为可被浏

览器识别的HTML格式，进一步完

善了用户体验。截止到2010年7月
底，推出仅10个月的手机图书馆服

务，已有近50000人次的访问量，

手机图书馆服务已然成为读者获取

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重要平台。 

上图手机图书馆网站（http://
m.library.sh.cn）的建设始于2009年5
月，至2010年上半年又经历了一次

大规模的改版工作，在近一年的建

设过程中，我们历经了需求调研、

网站制作规范、网站栏目框架、网

页设计制作、网站程序开发、网站

测试等多项工作，基本建成了一个

能够满足读者对于图书馆服务需

求、在手机客户端使用能有较好的

可用性及兼容性的较为完善的手机

网站。

5.1.1 上图手机图书馆网站

的栏目与内容设计

在上图建设手机图书馆之初，

如何将手机的便捷性与实时性与读

者对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的需求相结

合是我们优先考虑的问题。为此我

们在前期专门调研了历年来上图网

站各栏目访问量统计、网上知识导

航站的问题汇总以及上图总咨询台

的问讯情况排行，总结出了上图的

书目查询、网上续借、阅览室开放

时间、上图讲座预订、中心图书馆

分布图等是读者使用量最多的栏

目。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对手机图

书馆栏目设置进行了相应的安排，

最终确定了上图手机网站的栏目为

上海与世博、动态新闻、上图讲

座、分馆导引、上图电子书、服务

与简介、“我的图书馆”、手机书

目查询等栏目。

2010年是上海世博年，全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上海，手机版的“上

海与世博”栏目将上图藏的1949年
以前上海乃至中国在各届世博会上

的参展历史，以图文并茂的形式、

多元化的展现手段，将上海与历届

世博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一番点滴

钩沉。上图最新的新闻动态、信息

公报等，手机用户在第一时间便

可通过手机在动态新闻的栏目中

得以知晓。上图讲座作为上图知名

品牌，每年都吸引着众多的听众，

最新的讲座信息和讲座排片表，都

可以在“上图讲座”栏目中看到，

使用手机的用户可直接通过页面上

的短信链接，在跳出的短信发送框

内直接输入“JZ□讲座代码□机主

姓名”进行上图讲座预订，不必再

输入冗长的短信特服号，简化了短

信预订上图讲座的流程。上海市中

心图书馆“一卡通”目前已遍布全

市130多家区县分馆和服务点，在

“分馆导引”栏目下可查询各分馆

及服务点的地址、电话、开放时间

等信息，同时还配有手机网上地图

服务，更方便地导引读者前往各图

书馆借还书刊。关于上图的简要介

绍及最新的服务内容，读者可在

“服务与简介”栏目中通过手机查

阅，例如怎样查询书目、如何进行

文献检索、怎样使用专业数据库查

询资料、图书馆的借阅规则以及图

书馆各类服务咨询等内容。

图2 上海图书馆手机网站

5 上图移动服务的建
设与开发

接下来我们从手机图书馆网

站、手机个人图书馆、手机IPAC查
询以及手机网站的测试等四方面来

更加详细地介绍上图移动服务的建

设与开发。

5.1 上图手机图书馆网

站 图3 手机图书馆栏目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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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上图手机图书馆网站

的制作规范

关于手机网页的编码规范，

目前WAP forum定义了一整套的协

议，比如WTCP、WDP、WSP、
WTP、WML等等，但手机图书馆

网站需要同时满足互联网和移动

互联网浏览的需求，不能像过去

WAP 1.0只能在移动终端上进行访

问。因此，我们在经过反复测试的

基础上，参考了清华大学手机图书

馆、美国OSU图书馆手机门户等具

有较强手机开发经验的图书馆网站

以及Digg手机网站、手机淘宝、手

机新浪网等国内外开展手机服务较

好的门户类网站，最终采用了跨

平台的XHTML作为标记语言，遵

循XHTML Mobile Profile规范（简

称XHTML MP，也就是通常说的

WAP 2.0规范[19]）。XHTML MP是
为不支持XHTML的全部特性且资

源有限的客户端所设计的。它以

XHTML Basic为基础，加入了一些

来自XHTML 1.0的元素和属性，这

些内容包括一些其他元素和对内部

样式表的支持。和XHTML Basic相
同，XHTML MP是严格的XHTML 
1.0子集[20]。美国OSU大学图书馆、

纽约公共图书馆、Digg、手机淘宝

网目前都已经使用WAP 2.0规范进

行手机网站的开发。使用WAP 2.0
规范，可以使读者能够通过绝大多

数的Web客户端和手持移动设备正

确显示我们的网页，保证了我们手

机图书馆网站客户端的兼容性和可

用性。

网页编码规范确定后，进入

了手机网站美工设计与网页制作阶

段。由于大多数的手机图书馆网站

还停留在WAP 1.0基础上，对于手

机网页的设计均比较简单，为此，

我们还是将目光转向了国外。我们

参考了先前调研过的美国OSU图书

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手机网站，

他们均根据MWBP及iPhone人机

界面指南（iPhone Human Interface 
Guidelines[21]）提出手机网站设计

建议，在手机代码端对于iPhone手
机的页面显示进行了特殊优化处

理。我们则借鉴了他们的经验，通

过判断手机类型并加载不同CSS的
方式，使我们的手机网站在手机浏

览器的展示效果上处于全国一流水

平。除此之外，在实际的手机网页

设计和制作中，我们还制定了较为

详尽的制作规范并遵照执行。

依据手机图书馆制作规范，

手机网站上共设计有三层页面的模

版。第一层为首页，第二层为二

级栏目导航页，第三层为内容展

现页。其中二级导航页面有8种，

三级内容展示页（不含书目查询及

“我的图书馆”等程序生成的页

面）约300余页。由于要符合不同

手机分辨率的要求，我们将图片批

图4 上图手机图书馆网站系统架构图

处理成大、中、小三种样式。大图

的样式：横向图的宽设定为300像
素，高度根据比例自动调节；竖向

图的高设定为450像素，宽度高度

根据比例自动调节。中图的样式：

横向图的宽设定为220像素，根据

比例自动调节；竖向图的高设定

为300像素，宽度根据比例自动调

节。小图的样式：先将横向图的高

设定为75像素，宽度根据比例自动

调节；竖向图的宽设定为75像素，

高度根据比例自动调节；再将图片

截取中间或重点区域的75×75像素

的图片，三种类型的图片数量加起

来超过700余张。

 

5.2 手机IPAC查询

利用手机读者可以检索书目、

查看图书可获性、图书位置等。在

手机上实现书目查询的功能，可以

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满足读者使用图

书馆的基础服务。

手机IPAC的实现有多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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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采用公司产品，比如Innovative
公司的移动OPAC版本AirPAC，已

经有不少图书馆采用（包括个人

借阅查询与预约功能[22]），但这样

做可能有经费支出以及灵活性不

够等缺点；二是原样照搬网页检索

结果，比如同济大学手机图书馆

的书目查询[23]，响应结果完全采用

同济大学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的结

果。虽然信息较全，但流量大，页

面布局也不适合手机的小屏幕；三

是在技术能力许可范围内，自行开

发订制适合手机显示的IPAC。考

虑到IPAC的页面信息量大、结构

复杂，而手机屏幕过小，不适合阅

读这样的页面，最终我们采取了第

三种方式，即自行开发适合手机屏

幕显示的页面。自行开发IPAC亦

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修改CSS文
件（Cascading Style Sheet，层叠样

式表），使得原本适合PC浏览器

显示的页面也能适合手机显示，这

样做的好处是保留了原功能，又不

必为手机上网的需要另建网站。二

是通过转码优化页面（The Mobile 
Optimized Web / The Transcoded 
Web），使用诸如GWT（Google 
Web Toolkit）等工具转换，利用

www.google.com/gwt/n提供的转换

功能，由Google进行格式处理，可

以将html页面直接转换为适合移动

设备查看。三是完全自主开发，建

立手机上网专用的网站，然而无论

是手机、手机操作系统、手机网页

浏览器都缺少统一的标准，因此实

施起来困难重重[24]。

上图采用的Sirsi Dynix公司

的Horizon系统，其IPAC使用的

是XSLT，将检索获取的XML结

果文档转换为可被浏览器识别的

HTML。使用XSLT的好处是可以

将信息内容与Web显示完全分离，

HTML实际上只是XML词汇表的

一个示例，而XSLT可以使用任何

XML词汇表作为其目标，保证了数

据独立性。因此采用类似第一种自

主开发的方式，通过修改XSLT，
向输出文件添加或移除元素和属

性，重新排列元素使之适合手机显

示，最终实现保留网页版IPAC显示

最关键的内容，手机版则以简洁信

息为主，简单浏览页仅保留书名、

著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等关键信

表1 上图手机图书馆制作规格标准

屏宽

字符编码

图像格式

页面大小

色彩

样式表

等级 Hierarchy

链接 Links

导航 Navigation

页脚信息 Footer Information

页标题、导航链接及URL

页面布局 Page Layout

窗体 Forms

图像与色彩 Images and Color

屏幕尺寸 Screen Sizes

240像素（适应目前主流智能手机分辨率320×240）

UTF-8

JPEG、GIF

不超过30KB

不低于256色

探测设备，提供相应的CSS

不支持客户端脚本

获取内容点击不超过3次

点击电话号码可直接拨号

页首含基本导航（首页与返回）

链接到完整网站

a.页标题及导航链接限15字符

b.URL短而易于输入

a.不使用框架或表格

b.不使用像素或绝对单位

c.不依赖字体相关样式

d.不依赖内容组织的样式表

e.使用下拉菜单、单选按钮、复选框，而非文本字段，以尽量

减少打字

f.减少按键次数

图片应不大于设备屏宽的80%

设计3个尺寸，普通手机176×220，并可适应128×160；智能

手机320×240、320×480

项目 规格标准

图5 上海图书馆手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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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详细信息页显示藏书记录，重

点在于揭示可获性以及地理位置信

息，省略类似主题标目的揭示。考

虑到读者手机上网的使用习惯，检

索方式也以基本检索为主，但检索

字段全部保留。

通过读者认证进入系统后，

即显示登录读者的个人信息以及可

以在手机上使用的功能模块。目前

对于每一个读者，都有续借（查看

图书借阅信息）和续证（查看卡功

能）两个模块可供使用。今后可以

根据不同的读者权限给予不同的功

能，留下了很大的灵活性。

所有页面都采取了最精简的

文字来显示信息，去除不必要的杂

项，比如在续借模块的实现上，预

先判断该书是否会由于种种流通政

策原因无法续借，提示读者不可续

借的理由，减少了该操作可能会导

致的时间、流量上的浪费。

 

5.4 手机图书馆网站的

测试

在上海图书馆手机图书馆的项

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发现移动浏览

器不像桌面浏览器那样，可以轻松

地查看做好的页面效果。如果手机

图书馆跟WEB前端开发流程一样的

话，每做完一张Mobile WEB页面，

就要搞一大堆测试机进行测试查看

对比效果，发现问题后修改然后再

测试，这将是个非常没有效率的过

程。WEB前端开发是在页面开发后

做浏览器兼容性测试，而Mobile 
WEB前端开发却是在页面开发之

前做浏览器兼容性测试。因此，

兼容性测试是Mobile WEB开发必

不可少的步骤，我们在开发中通过

用兼容性测试的结果来主导前端开

发，测试XHTML的每一个常用元

素，测试CSS的每一个常用属性，

图6 手机IPAC查询

 

5.3 手机个人图书馆

根据网络版“我的图书馆”

的使用情况发现，读者最关心的问

题莫过于所借图书何时到期以及相

应的续借、续证操作。结合手机适

合简单的信息浏览和查询服务，设

备本身又受制于传输带宽的客观限

制，我们最终选取了两个使用率最

高的服务移植到手机上，一是续借

（查看图书借阅信息），二是续证

（查看卡功能）。由于手机浏览器

都有很方便的查看前一个网页的功

能，因此，不再提供后退方式，也

节省了新开页面所需流量。同样的

理由，也不设退出模块。

图7 手机版“我的图书馆”系统架构

图8 手机个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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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JavaScript的基本特性支持，测

试其他与移动设备相关的点。在测

试结果整理出来后，我们可以通过

它，知道什么元素、什么属性可以

使用，什么应该避免使用，并在开

发时遵守这些使用约定[25]。在进行

测试之前，我们也参考了一些相关

标准与资源，例如W3C MWI测试

套装工作组[26]、PPK的移动测试套

装[27]。在手机网站测试中，我们主

要采用的几种方法如表2所示。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除了记

录测试结果外，还可以同时了解该

手机平台/操作系统/浏览器的其他

特性，感受一些设置、操作、交互

反馈等特点。通过整理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分析，整理出

一份高风险级点（Danger List）文

表2 上海图书馆手机网站测试方法

用户界面测试

代码测试

代码测试

可用性测试

桌面浏览器、手机浏览器模拟器[28]、智能手机

W3C mobileOK Scheme[30]

DOTMobi的MobiReady[31]

随机找五六个人，使用不同的手机随机测试

测试类型 测试方法

设计进行中的用户界面测试，如纸上原型（Paper prototyping[29]）、易用性测试

看网站是否适用于最基本的移动设备

全面评估网站的手机适用性

可以发现95%的可用性问题

测试目的

档，这个文档是专门提供给手机网

站设计师的。在这个文档中，我们

把测试中高风险级的点，转换成通

俗易懂的文字提供给设计师们，告

诉他们避免使用哪些设计元素，建

议如何去做。

由于手机设备纷繁复杂，用

户的移动终端各种各样，因此手机

网站的建设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在用

户的手机设备上出现兼容性问题。

所以我们更要尽量遵循标准进行开

发，这样才能将用户的满意率做到

最好。因此对手机设备的了解对于

设计开发过程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需要有计划地进行长期的手机

浏览器兼容性测试，要了解什么样

的设计能被实现，什么样的标签可

以使用，这些都需要有平时测试数

据的支持。

6 手机图书馆的未来
展望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近年来，

手机用户上网的数量增长非常迅

猛，手机的技术发展趋势也非常

快。在这样的形势下，上图手机图

书馆的推出只是我们未来移动服务

的一个开端，对比国外手机图书馆

及各类提供手机服务的网站来讲，

上图手机图书馆的功能与服务还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在手机网页

的制作规范上还需要提升，从我们

网站在各类WAP 2.0测试站点得出

的结果来看，网站的编码规范存在

改进的空间。虽然上图手机图书馆

网站符合WAP 2.0的相关规范，但

在一些不同类型手机浏览器中仍发

现存在不兼容的现象，这需要我们

更加要潜心研究WAP 2.0的相关规

范，为今后的手机网站及客户端的

开发打下基础。

在网站服务上，我们在手机服

务的创新理念也有提升空间，在将

上图已有的WEB服务迁移至手机

端的基础上，就可以将手机的信息

实时性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例如

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图书馆提供给

读者实时的电子阅览室电脑使用情

况[32]，便于未到馆的读者了解电子

阅览室是否还有空机位以供上网，

再如该馆在今年又新推出的一项

基于手机GPS定位功能的导游服务

BeaverTracks[33]，在俄勒冈州立大学

图书馆附近22个地点，根据你手机

的GPS的位置情况，你就会得到一

段该地址的简短的历史介绍，并可

以浏览该地点的历史图片。以上两

项服务就是对手机的信息实时性、

随身携带性最好的诠释，我们今后

也应在这方面下功夫，找到适应中

国手机用户习惯并与图书馆相关的

新兴服务形式。

目前上海图书馆正在开发手机

图书馆客户端软件，不久以后就将

推出。该客户端集成了讲座预订、

书目检索和“我的图书馆”等读者

使用率最多的相关功能，将带给用

户简洁、快速的响应，以极佳的手

机兼容性来满足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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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ervices in Shanghai Library

Zhang Lei, Wang Yebin, Yang Jia, Zhao Bin, Lu Ying, Cao Yun, Zhang Wei, Zhao Liang /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In 2005, Shanghai Library released text messaging as starting point of its mobile services. In recent years, Shanghai Library continuously implemented 
other types of mobile services, such as loan service of eReader, QR code, mobile website and mobile reading, etc. All of these are aimed at realizing ubiquitous library 
services.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mobile services of Shanghai Library, and introduced the design of mobile library by focusing on building mobile website 
and analyzed the WAP 2.0 bas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clude design of services, system architecture, mobile bibliographic search, my mobile library and mobile website 
testing. Furthermore, some technique points and vision of Shanghai Library mobile services we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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