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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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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好地满足读者各方面的需求，数字图书馆根据自身的特点开展个性化服务。文章首先对读者兴趣和

阅读习惯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剖析了读者兴趣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然后对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及其关键问题进

行探讨，以希望数字图书馆能够根据不同类型读者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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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eaders, the digital library should carry out the individualized 

service according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 and study the reader's interest and reading habits, and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interest and reading habi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readers, we should carry out a variety 

of servi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and ability of the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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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图书馆大量的数字化资源 ,如何方便快

捷地为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是图书馆当前所面临

的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和一些欧洲

国家相继开展了数字图书馆研究及其个性化信息

服务的研究，开发出了比较完善的数字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系统 [1-4]。而我国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研究始于1999年底，在科技部支持的“中国

数字图书馆示范系统”项目中就包括了数字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的内容。2000年初，社会科学基金

资助的“基于Web的数字图书馆定制服务系统”

项目着手研究开发实用的数字图书馆个性化定制

系统 [1]。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深图朗思想 ILAS、浙

江大学的MyLibrary@ZJU系统和中国人民大学的

“我的图书馆”等。笔者认为，针对读者兴趣，

构建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将是一个有效的

措施。对此，本文将对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进

行初步探讨。

1 读者兴趣起源与形成及个性化服务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

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

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读者兴趣是指

图书馆的用户对图书馆的资源所关注或浏览的倾

向。图书馆应分析研究读者兴趣，确信读者对哪

门学科感兴趣，对哪种资源感兴趣，从而为读者

定制合适的个性化服务。

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就是在提供信息资源

和信息服务的过程中，根据读者个人的爱好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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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提供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服务，并能在读者

需求发生变化时也能使读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

的地点得到服务，从而确保所提供的服务是各取

所需、各得其所 [5]。它是在正确的地点以恰当的

方式，及时、主动地满足不同用户特定的信息需

求。在这个定义中有3个方面的个性化：一是个

性化的时空服务，一切按照用户的希望，在正确

的地点及时满足读者需求；二是个性化的服务方

式，根据用户的个人好恶，以读者喜好的方式提

供服务；三是个性化的内容服务，不再将所有的

信息一股脑地推给用户，而是将过滤后的合适的

信息传递给用户 [6]。

面对日益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图书馆需要

建立一个信息服务系统来判断读者的主要兴趣指

向，推送适合读者兴趣的资源，这是一种主动服

务方式，是以读者需求为中心，利用数字图书馆

信息资源开展不同层次、多种类型、满足读者个

性需求的信息服务。这种个性化服务系统可根据

读者要求，提供个性化的界面设置、个性化的信

息环境以及个性化的信息快报。特别是，读者可

定制个人馆藏，提高读者的检索效率，最大限度

地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7]。

分析、研究读者兴趣是为读者提供个性化信

息服务的关键步骤。读者兴趣主要是通过读者打

开浏览网页内容、访问日志记录、检索行为和使

用方式等方面进行资源分类得到的。读者的兴趣

可能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会有

所改变，对读者感兴趣的信息不断更新，形成读

者兴趣库，然后对读者兴趣进行分析、评估、总

结，根据结果进行读者个性化服务。读者兴趣模

型分析过程如图1所示。

当读者打开网页或访问网页内容时，会在

Web页面中留下许多隐含了作者兴趣偏好的访问

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内容不确定性、信息多样化

和分散化的特点。根据读者访问日志和浏览页面

内容与资源之间的关联，利用数字资源分类更新

读者兴趣库。同时，定期跟踪读者兴趣变化（增

加或减少），及时更新读者兴趣库，及时反映读

者的兴趣，最终完成对读者的分类、评估总结。

这样的做法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不需要人

工参与和调整，这个系统从对读者兴趣信息的获

取、搜集到对读者兴趣的更新、分析、分类，都

是由系统自动化技术完成的。二是整个分析结果

是动态的、变化的，并且越来越完善和准确。

图1  读者兴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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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初始状态时，信息量较少，分析所得的读

者兴趣不十分完善，随着读者访问资源信息的积

累，系统对读者兴趣的分析的结果将越来越准

确。最后系统的分析结果会随着读者兴趣的变化

而变化，也就是说系统所反映的读者兴趣始终是

读者当前的兴趣，有效地发现读者即时兴趣程度

和兴趣方向，为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提供依

据。

2 个性化服务系统的工作原理

数字图书馆是以网络技术为依据来进行信息

资源传递，为读者提供服务。在数字图书馆信息

服务中，不只是简单地将所有的数字化信息资源

放在服务器上，让读者来阅览，而是根据读者特

征及信息资源的访问历史等来识别读者兴趣以及

信息资源的关联等来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系统模型如图2所示。

当读者首次通过读者认证系统登录到数字图

书馆时，个性化服务系统将自动生成读者的初始

兴趣，也就是读者最基本的信息兴趣，并自动地

将对应的兴趣类型赋予读者。然后系统依据兴趣

类型和该兴趣类型相匹配的数字资源去判定该读

者对图书馆数字资源信息的需求，形成具有读者

本身个性化的数字资源要求信息，并把这种需求

发送到个性化信息调度中心进行处理。最后由个

性化信息调度中心从资源库中提取读者需要的信

息，反馈给读者。同时，信息采集模块对读者行

为进行处理，送往个性化分析处理中心，个性化

分析处理中心根据读者行为来分析读者兴趣和资

源的关联。

（1）资源关联分析及联机分析处理

资源关联分析及联机分析处理是个性化服务

系统中的关键，是个性化信息处理中心提供个性

化服务的重复依据。它主要是：利用数据仓库、

联机分析和关联挖掘技术，通过对读者的历史访

问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不同类型、不同层

次和资源之间的访问关联，并对读者、资源和资

源的访问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等。

（2）读者信息搜集

读者信息搜集主要是收集读者的信息、读者

图2  个性化服务系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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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检索行为和使用方式记录等）、打开网页类

型和访问日志、读者使用的时间段等信息，为个

性化分析中心提供基本资料，其收集信息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分析中心的处理精确度，信息在这个

过程中只是被记录和进行简单的分析归纳。

（3）个性化信息处理中心

在个性化信息处理中心中，根据读者访问

历史数据和初始兴趣来分析读者的信息需求，并

根据读者访问行为和检索行为及时更新读者的兴

趣。当读者登录系统后，系统会自动找到相应的

兴趣与读者兴趣匹配，系统将过滤和筛选兴趣模

型，找到与之关联的资源来分析读者具体的需求

信息，把不感兴趣的信息过滤掉，最终生成读者

准确的信息需求结果。

（4）调度中心

个性化信息处理中心所分析的读者信息需求

传递给调度中心。调度中心根据相应的需求信息

对数据库和电子资源中心发出调度命令，然后再

反馈给读者，并通知读者兴趣模型修改更新读者

兴趣。

（5）数据库及电子资源中心、读者信息库、

浏览访问历史数据库

数据库及电子资源中心是指读者所能访问到

的数字图书馆的电子资源，包括数据库、电子期

刊和电子图书等。中心拥有大量的数字化信息资

源，这些信息资源一般由数据商提供，也有图书

馆根据自身情况开发的。读者信息库保存着读者

的基本信息及其兴趣情况，如行为日志、检索行

为、访问行为及浏览行为等数据信息。读者的浏

览访问历史数据库指的是读者对资源的访问历史

数据，这些历史数据经过处理之后存放在历史仓

库中，以供联机分析和数据挖掘，发现读者和资

源之间的关联及访问统计结果。

3 相关问题研究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融入数据挖掘方式可

为读者提供更深层次的服务。通过数据挖掘可从

历史数据中发现读者的访问模式、读者兴趣以及

资源之间的关联等信息。在构建数字图书馆个性

化服务系统模型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性

问题。

3.1 读者信息的获取和收集

读者信息的获取主要方式分为显式获取和

隐式获取两种。显示获取要求在构建读者兴趣

模型进行人工提供兴趣偏好的信息，给读者带

来很多不便；隐式获取是建立兴趣模型时保存

Bookmarks时的标签获得读者感兴趣特征词。隐

式获取不需要读者参与，系统在获取读者信息时

不会干扰到读者正常的活动。

（1）通过网络调查和注册信息获取读者信

息，主要是网页上设置调查页面，供读者填写或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资源信息。这种方法可能不太

准确，读者输入的词具有随意性，对读者兴趣的

描述不能达到一定的专指性，无法准确表达读者

的需求。

（2）利用信息挖掘技术，通过一定的程序自

动搜集读者感兴趣的资源。主要方式有分析网页

关键字、分析电子邮件关键字、分析借阅记录、

分析检索词等。通过系统自动搜集，可以提高个

性化服务的准确性，节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

本，只是设计比较麻烦和复杂 [8]。

3.2 注意隐私保护问题

在读者信息行为收集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读

者的隐私权问题，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愿意接

受“主动”服务。当读者每次打开电子邮箱时，

就会看到一大堆信息，尽管可能与读者的兴趣相

关，但有时读者也会感到厌烦。网站首先需要考

虑到读者是否愿意接受这种主动服务，解决的办

法就是提供读者选择的机会，只有那些接受主动

服务的读者才是个性化服务的对象，否则会影响

到服务的效果。在提供服务时，一定要注意保护

读者的隐私权，特别是要避免读者个人信息的外

泄，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

3.3 个性化信息的描述

对于个性化系统来说，为了跟踪读者的兴趣

与行为，有必要为每个读者建立一个读者描述文

件来刻画读者的特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读者描

述文件表达不同的个性化服务系统中的读者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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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各自的特点，有基于兴趣的读者描述文件和

基于行为的读者描述文件。读者描述文件可以用

文件来组织，也可以用关系数据库或其他数据库

来组织。目前，有一些个性化系统采用基于XML
的RDF（Resource Definition Framework）来表达

读者描述文件，并利用支持XML的数据库系统

来存储读者描述文件，这样不仅利用了XML的

优点，也保持了系统的性能。

3.4 读者兴趣模型构建

读者兴趣模型构建是从有关读者兴趣和行为

的信息中归纳出可计算的读者兴趣模型的过程。

可计算性是构建读者兴趣模型的基本要求。在个

性化服务系统中的读者兴趣模型不是针对读者个

体的一般性描述，而是一种面向算法的、具有特

定数据结构的形式化的读者描述。读者建兴趣模

型是个性化服务的基础和核心，无论何种形式的

个性化服务都需要建立对读者的描述，然后才能

据此对不同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读者兴趣模型

有读者手工定制模型和自动读者建立模型。手工

定制模型由读者自己手工输入或选择，如读者自

己输入感兴趣的关键词列表或感兴趣的栏目。自

动读者建立模型是根据读者的浏览内容和浏览行

为自动构建读者模型，建模过程无须读者主动提

供信息，不需要读者参与，由系统自动完成。

4 结语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在国内开展得比较

晚，也比较少。对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缺乏系

统的研究。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节省了读者的

时间、提高了读者科研效率，必将受到读者的欢

迎。数字图书馆引进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是适

应图书馆读者需求多样化的需求，是让图书馆的

信息服务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是提升图书

馆读者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信息社会中，个性

化服务将成为图书馆读者服务的重要方向。数字

图书馆应开展不同类型的个性化服务、为读者提

供个性化信息，吸引更多的读者进入到图书馆，

从而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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