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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移动应用的图书馆服务设计与实现
——以“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为例

摘要：移动应用属于一种客户端形式的服务。在线类移动应用基于C/S架构，在其设计与实现中要从客户

端和服务器端两个方面考虑，并进行性能优化，尤其是客户端与服务端的交互实现。“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

应用将检索服务、阅读服务等图书馆基础服务拓展到移动终端，并与开放平台进行融合，实现了外部功能在

图书馆系统中的嵌入式服务。将具有移动应用特色的信息推送服务引入到图书馆移动服务中，当有最新消息

时，为读者提供更新通知。同时使用widget技术，将书目检索与阅读服务功能做成桌面插件形式，用户可以将

之放到桌面，“一键式”使用具体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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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着人

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截至2013年6月
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较2012年底增加4379万
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1]。在

智能化大潮下，中国手机网民用户规模已经逐渐逼近

PC网民规模，预计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网民规

模将超过整体PC网民规模，手机第一上网终端地位将

更为稳固[2]。

2008年苹果应用程序商店模式诞生以来，移动应

用获得了爆炸式的发展，得到了用户的认可。国内一些

大型图书馆也开始尝试利用APP等工具为用户提供移

动服务。据艾瑞数据显示，从2012年8月至2013年4月，

移动APP日均覆盖人数增长达39.4%，而同期PC客户

端日均覆盖人数增长仅为8.5%，APP给手机电商带来

的流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互联网端的流量。目前，企

业、政府、科研机构、博物馆等各类文化传播机构都已

经加入到APP服务队伍中[3]。荷兰应用商店分析机构

Distimo的分析报告显示，全球前100强企业中，91%都

已经在移动应用程序商店发布自己的APP。

1 我国图书馆移动APP发展概述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型图书馆陆续利用APP应用

向用户提供移动服务，通过对苹果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公共图书馆及高校图书馆网站所提供的APP
资源进行统计发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类型上，APP
已经成为图书馆开展移动服务的有力工具。截至2013
年，我国仅在苹果商店以“图书馆”为名称的移动APP
就达60多个，其中独立开发或支撑的移动型APP有40
个，包括20个公共图书馆，20个大学图书馆；另外，各

数据库商也开始探索与各高校和地方图书馆开展合

作，利用自己开发的数据库访问应用平台将各馆的资

源推送给广大用户，各个加入平台的图书馆只需提交本

馆的馆藏目录即可，以这种形式提供服务的图书馆包

括118个公共图书馆、530余个高校图书馆。在这些APP
中，服务内容多种多样，基本涉及了传统图书馆所有服

务项目和资源，并且学习国外图书馆APP服务的先进经

验，拓展了信息素养培训、空间导航、社区互动等多种

新功能。

虽然我国图书馆APP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功能上都

较之前有了飞跃发展，不仅提供了基于客户端的基本

业务（资源检索、信息公告、信息查询、参考咨询、读者

反馈等）服务，还拓展了空间导航、游戏互动等多种功

能，但是总体来说我国图书馆APP服务发展还处于粗

放型发展阶段，缺乏对用户体验的处理以及精细化的

服务设计。例如在检索方面基本上是将OPAC检索进行

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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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在资源展示环节，缺乏从发布到展示整体的流

程处理过程，有些是直接将PC上的服务形式直接转化

成手机形式；在移动应用中没有充分利用移动自身特

点，如对信息推送、桌面插件、开放服务利用不足等。在

“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中，充分考虑了图书馆所

处的开放环境以及移动自身的特点，从用户体验方面进

行了更好的设计。

2 移动应用架构设计

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两

部分，客户端与服务端之间通过接口进行通讯，客户端

通过http协议调用服务器端接口获取数据，请求首先到

达对应的控制器模块，控制器根据认证服务器，判断客

户端请求是否合法，如果为非法请求，则拒绝服务。如

果合法则继续，调用缓存系统获取数据，如果缓存没

有，则从数据库或者其他存储中调用，然后返回数据。

由于JSON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客户端与服

务端的数据交换采取JSON格式。

图1 移动应用系统架构

2.1 客户端

（1）本地存储层：存储一些相对静态的信息，比如

用户个人信息、系统配置信息（首页配置、咨询配置）、

缓存业务数据（展览信息、阅读数据信息）等。

（2）逻辑控制层：主要对在客户端层面的逻辑进

行处理，比如检索逻辑、阅读逻辑、启动逻辑、查看信

息逻辑等。

（3）用户展示层：主要负责用户的UI展示，采取了

列表模式，在UI设计中可以动态修改首页的显示内容。

默认主要展示OPAC检索、微阅书刊、新闻公告、掌上

展厅、讲座预告、留言板、我的国图、一拍图讯、移动咨

询、应用荟萃等功能。

2.2 服务器端

（1）接口层：接口层分为系统内接口、系统外接

口。系统外接口分为图书馆内系统接口、开放平台接

口。

系统内接口主要负责客户端与服务器端的交互，为了

使代码能够复用，本系统在设计时采用了Web Services方
式，使本系统接口可以为外部应用使用。

图书馆内系统接口主要是本系统与图书馆内其他

系统有业务交互的系统之间的接口，主要是Aleph系统

接口，实现OPAC检索服务、借阅相关服务；与国家图

书馆统一用户管理系统的接口实现用户注册、认证业

务。开放平台接口主要实现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相

关服务的社会化，实现OPAC检索服务的书评参考、购

书价格参考等。

（2）缓存层：服务器缓存层主要存储一些相对静

态数据以及常用的数据，提升用户访问速度，比如用户

经常阅读的图书数据、客户端的首页布局等。

（3）业务层：业务层主要完成前台展示层各个功

能模块的核心业务逻辑处理，实现各个功能模块的具

体业务功能，也是整个移动应用的核心。

（4）数据层：数据层采用“数据库+文件系统”的

方式存储，文件系统主要是存储阅读模块的对象数据、

图片等，其余都是采用数据库形式。本系统在设计之

初，分析了国家图书馆现有移动服务，对于已经存在的

服务采取了复用形式实现。因此，在数据层，本系统还

包括其他系统的链接，例如经典视听模块是直接通过

URL链接流媒体服务器，减轻了本服务器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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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动应用功能设计与实现

3.1 实现环境

（1）客户端

支持Android2.3及以上、iOS4.0及以上平台，终端

支持大部分基于Android的手机；iOS平台支持iPhone
和iPad，iPhone和iPad在UI层采用界面适配，其他层复

用。客户端数据库采用sqlite。
（2）服务端

服务端采用nginx+tomcat作为应用服务器，nginx
是做负载均衡和解析静态文件的，如图片等。数据库采

用Oracle 10G。

3.2 功能主框架

移动应用在启动时会检查是否在联网状态，如果

处于联网状态，进行联网处理，打开移动应用。用户

首次打开移动应用时，会将自身的IMEI、UA、IP等信

息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客户端参数生成唯一标

识符UID，作为客户端的身份信息。针对多种类型的移

动设备，本应用主要从分辨率方面进行了界面适配。对于

Android系统手机，主流的分辨率为480*800、480*854、

图2 功能主框架

720*1280、1080*1920，按照宽度进行适配，长度保持

比例，设计三套UI，即480、720、1080，用户访问时自动

适配体验较好的UI。iOS系统设计了iPhone和iPad两套

UI，用户访问时根据设备类型适配比较好的UI。
本系统主要功能框架如图2所示，包括书目检索、微

阅书刊、掌上展厅、经典视听、新闻公告、我的国图、应

用荟萃、移动咨询、留言板。接下来将选取核心和基础

的服务模块进行设计与实现的探讨。

3.3 主要功能设计与实现

3.3.1 检索服务

检索服务主要是书目检索。采用接口对接的方式实

现，国家图书馆使用的图书集成管理系统是Aleph系
统，接口形式是Web Services。移动应用客户端与服

务器端的交互通过JSON over HTTP进行图书检索

交互。

检索流程涉及“关键词输入—检索条件—检索结

果”三个环节。

图3 检索界面

在APP应用中，要在关键词输入与检索结果展现

环节进行重点设计。本应用中，检索词输入方式设计了

文字输入、语音识别、条码拍摄三种方式，同时设置了

搜索关键词排行，直接点击关键词实现搜索。在检索结

果设计方面，采用“简要信息—详细信息”两级页面展

示，在简要信息界面分库显示，并且只显示了检索的题

名，当点击某个检索结果时可以查看该条结果的详细信

息，详细信息中选择了与图书信息非常相关的题名、作

者、出版社、ISBN、馆藏信息字段进行展示。在检索结

果页面，进行了一些符合当前用户需求和知识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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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设计，主要有收藏、买书和书评，并与图书馆借阅

业务紧密结合，检索后可以进行预约操作。

（1）收藏：用户可以将喜欢的或者想要借阅的图

书收藏以供日后参考。

（2）买书：买书是为了让读者除了可以借阅图书

外，还可以到电商网站购买图书，为读者购买图书提供

参考。本应用中可以实现与当当网、亚马逊网站检索图

书以及购买对接，按照当当网、亚马逊网的接入流程，

通过ISBN号实现图书匹配，可以在应用程序内完成购

买流程。与购书网站的对接方式采取了联盟方式，这样

实现流程简单、快捷。以当当网为例，需要在当当网联

盟主页注册申请，申请流程完成后，按照网站接入规则

生成URL，然后在移动应用中通过ISBN号实现书目检

索与当当网图书的对应关系。当当网ISBN号检索URL
示例：

h t t p : / / m . d a n g d a n g . c o m / g w _ s e a r c h .
php?key={isbn}

（3）书评：本应用将豆瓣书评集成到书目检索的

详细页面，采用豆瓣网站公布的API接口将豆瓣书评集

成到应用中。首先在豆瓣网上申请一个应用，按照豆瓣

网的申请流程进行申请，会得到一个apikey，在以后的

接口调用中会使用这个apikey，作为应用使用豆瓣书评

的唯一标识。然后获取用户授权，通过授权后可以使

用豆瓣书评接口。在此应用中，使用了获取图书的全部

书评信息，接口形式为：http://api.douban.com/book/
subject/isbn/{isbnID}/reviews，通过向API发送get请
求获得豆瓣书评信息。

3.3.2 微阅书刊

关于移动阅读，包括三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内容

提供商以及互联网内容服务商等在内的企业已经推出

专门的阅读类应用，比如中国移动的“和阅读”、方正

“Apabi Reader”、“云中书城”等，在服务模式上主

要有在线和下载两种。在图书格式上一般采取自有格

式，同时兼容其他格式（txt、pdf、epub等），用户可以

将本地的图书导入到客户端，应用本身的内容采用自有

格式。“国家数字图书馆”应用是一个综合类的移动应

用，在阅读格式方面没有开发自己的格式，而是采取了

在线服务模式，以规避版权问题，用户不能下载。

微阅书刊主要阅读图书和期刊。图书采用的是本

系统自身发布，然后在客户端阅读的方式，期刊采取的

是通过WAP嵌入方式实现。

（1）图书阅读

图书阅读采取在线阅读方式，在服务器端进行图

书发布，流程如图4所示。

图4  图书发布流程

在服务器端，首先要将元数据和对象数据准备好，

对象数据采用Word格式，一本书组织成一个Word，按
照章节添加目录索引。组织完成后，将元数据导入到

系统中，对象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然后启动图书切割

流程。图书切割按照章节进行切割，即按照准备好的

Word中的目录进行切割，切割后图书按照book_id与元

数据进行绑定。最后在服务器管理端完成图书的发布。

用户在前端就可以阅读图书了。

用户在阅读时，客户端会将下一章节内容缓存在本

地，这样保证用户较为流畅的阅读体验。在阅读过程

中，可以跳转到目录的任一章节，可以调整翻页模式、

白天夜间模式；系统会自动记录最后阅读位置（自动书

签），用户也可以自行设置并管理书签；可以为图书打

分、推荐图书、收藏图书；同时，用户可以查看所阅读图

书的书评信息。 
（2）期刊阅读

目前一些内容提供商如同方知网等已经以WAP形
式对外提供服务，图书馆也已经开始将WA P网站引

入到移动资源建设中，丰富移动资源的表现形式。在

期刊阅读中，由于内容提供商直接提供WAP形式的服

务，在移动应用中采取嵌入方式将之嵌入到图书馆移

动应用中，使用WebView（网络视图）直接加载内容提

供商的URL，授权方式采取用户认证的方式，图书馆与

内容提供商通过底层接口约定认证模式，认证通过后

即可进行阅读，同时在内容提供商的WAP网站设计返

回到移动应用的返回功能，使跳转发生在移动应用程

序内部。

（3）身份认证

由于图书和期刊有一定的版权限制，在本应用中，

对图书和期刊的阅读权限进行了一定的身份认证。在该

应用中设计了两次认证，在客户端登录时，服务端与客

户端通过服务端生成的唯一ID进行握手，达到一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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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通过；在用户阅读具体内容时，用户需要输入正确

的用户名和密码，认证通过后才可以阅读。

3.3.3 更新通知

信息更新提醒是APP的一个重要特色，一些手机

平台如iOS自身带有消息推送机制，在APP服务设计

中，可以利用平台消息推送机制，实现对图书馆动态

信息以及应用本身变化信息的推送，使图书馆服务具

备了主动性。在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中，将新闻公

告、展览、讲座预告等信息动态作为更新内容推送给客

户端。

在移动应用第一次启动时，与服务器进行通讯，获

取后台最新更新的通知；在程序启动后，移动应用在内

存常驻时，每天固定时间与服务器通讯，获取服务端的

最新更新信息。

3.3.4  Widget服务

Widget即是窗口小部件的意思，App Widget是应

用程序窗口小部件（Widget），是微型的应用程序视

图，它可以被嵌入到其他应用程序中（比如桌面）并接

收周期性的更新[5]。Widget服务目前只有Android平台

支持。在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设计中，将用户常用

的服务——书目检索与微阅书刊模块做成Widget的形

式，用户安装移动应用后，可以将这两部分作为小插件

形式放在手机桌面，然后点击桌面插件，直接进入相对

应的模块页面。这样方便用户对常用功能模块进行快

速访问，忽略不经常访问的模块，就相当于PC的桌面快

捷方式。

3.4 使用情况分析

“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的iOS、Android版
本主要发布在苹果应用程序商店、机锋网和应用汇商

店，从总体下载次数来看，平均每月下载量1500次左右，

而业界统计数据显示排名前10的应用程序下载量都达

到了百万级别。可见，图书馆不但要注重移动应用的开

发设计，更要注重其推广和宣传。通过设计移动应用的

关键词优化移动应用在应用市场的搜索结果，通过线上

线下的活动、社交手段等多种渠道推广和宣传图书馆应

用，也可以考虑通过一些商业宣传手段如竞价排名等提

升图书馆移动应用的排行，让读者有机会了解到图书馆

的移动应用，从而提升图书馆移动应用的使用率。

图5 各栏目使用情况图示

“国家数字图书馆”移动应用是一个综合型的移

动应用，各个功能模块的访问情况如图5所示，微阅书

刊访问量居第一位，从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阅读是图书

馆用户的主流需求。这和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3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调查结果相似，该报告

指出“阅读是目前手机浏览器用户的核心诉求，手机阅读

半个小时以上的用户比例达到55.2%。”图书馆在进行移

动服务时应该优先开展移动阅读服务，可以建设专门的阅

读类移动应用。访问量位居第二的是书目检索，这是图书

馆传统业务在手机端的拓展，也是图书馆馆藏揭示的重

要手段，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仍然占据一定位置。位居第

三位的是掌上展厅，这是以图文为主的展览服务。一般

图书馆会定期举办展览，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将之以“在

线展览”的形式推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在线展

览仍然是用户喜欢的栏目之一。在本应用中设计了“留

言咨询”功能，以便与用户互动，笔者发现，大部分建议

仍然是围绕阅读这个主题，可见在移动互联时代移动阅

读应成为图书馆的主攻方向。

4 结语

移动应用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重要发展方向，

具有方便快捷、随身随时的特性，而且用户粘度比较

好，已经成为用户接入互联网的重要入口之一。图书馆

应该充分利用移动应用服务模式，将图书馆基础业务、

核心业务拓展到移动终端，同时不断进行创新，发展适



2014年第07期（总第122期）44

合移动应用的新型服务内容。在移动应用设计中，除了

自身业务外，要充分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需求，使移

动应用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由于移动应用领域技术

发展较快，在移动应用推出后要不断跟踪用户需求，获

取用户反馈信息，同时适时引入新技术和新模式，不断

更新移动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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