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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联网技术与图书馆工作 

1. 物联网技术概述

物联网是继PC、互联网、无线通信技术之后的第四次

技术变革，近年来物联网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技术（RFID）、红外

感应器、全球定位系统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把

任何物品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和管理的一种网络。

物联网技术运用于图书馆管理，目前主要是引进RFID

技术和设备，具体由电子标签、阅读器和相关应用系统组

成。电子标签可以方便地实现自动化的文献识别和文献信息

采集，电子标签和阅读器按约定的通信协议互传信息，从而

完成对文献信息的自动实时监控，因而可大大降低馆藏管理

中人工干预的程度，提高馆藏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

2. 图书馆运用RFID技术现状

目前，已有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印度、荷兰和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的几百家机构在图书馆自动管理系统中

采用了RFID技术。在国内，2006年2月20日，集美大学诚毅

学院图书馆综合书库正式对外开放，配套建设的“RFID智

能馆藏系统”也建成并作为国内第一家投入试运行，现在60

万册图书都可自助借还。2006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的深圳图

书馆新馆，是国内第一家全面使用RFID设备的图书馆，该

馆从文献的采访、分编、加工到流通、典藏和读者证卡，

RFID标签和阅读器已经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条码、磁条等传

统设备。

截止到2011年底，国内应用RFID系统或已招标的图书

馆数量已超过60余家，包括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厦门市少儿馆、武

汉图书馆等。厦门市图书馆引进RFID技术来管理书刊自助

借还和图书清点，现有约80万册图书和期刊均贴上标签，并

于2010年实现还书的按类自动分拣。

二、图书馆期刊工作与RFID

1. 期刊工作运用RFID技术现状

如同其它现代技术运用于图书馆管理一样，RFID引入

图书馆，也是先在图书的借还管理等环节试验，第二阶段才

运用于期刊管理。在厦门市图书馆，RFID技术不仅应用于

过刊管理，甚至引进到现刊管理中。但总体而言，目前期刊

管理引进RFID技术的图书馆极少，国内首家引进RFID技术

的集美大学诚毅学院图书馆，目前还未将RFID技术延伸到

期刊管理。

2. 过刊管理借鉴图书管理模式

从技术上讲，过刊管理可借鉴图书管理的模式，运用

RFID技术来管理过刊自助借还、流通统计、自动归类和定

位等，但由于传统的期刊管理方式大都不允许现刊和过刊外

借，因此，RFID要广泛运用于过刊管理，还有待于传统观

念的转变。当然，由于过刊和图书有不同的特点，如开本

大、无复本，因此外借的册数、借期可有不同的规定。

3. 现刊管理运用物联网技术的困境

现刊阅览室长期以来靠人工管理，基本上不外借，读者

自已到期刊架上取刊浏览，取阅哪些刊物无需经过电脑办理

手续。事实上，大部分图书馆也一直没给现刊贴条码，因为

每种期刊一年有很多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期刊出版

频率比重较大的是月刊，半月刊、周刊等高频率期刊也逐渐

增多。厦大图书馆订购的2224种2010年邮发报刊中，月刊达

1054种，超过47%，周刊也达51种。月刊一年有十二期，周

刊有五十多期，千种以上现刊的阅览室，一年有上万期的现

刊，如果每期都要贴条码或RFID标签，需要投入大量的财

力、物力和人力。因此，现刊要广泛推广RFID电子标签，

尚有待于更为简便高效和经济的标签技术的问世。

4. 馆内定位与导航服务

深圳图书馆利用在书架上设置架标标签和层标标签，进

一步开发了文献定位导航和智能书车，取得应用上的突破。

但该功能的实现需要设置层标标签，且文献对应固定的架

位，缺乏灵活性。

从理论上讲，没有设置层标标签，也可进行馆内定位

与导航服务。方法是在书库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个阅读器，

当一本贴有RFID电子标签的期刊通过阅读器附近并被感应

到，该期刊的信息就会被传输到本地计算机，从而完成对该

期刊信息的自动实时监控。图书馆员或读者通过信息系统检

索该期刊时，系统便可依据特定期刊最后被感应的信息，对

照数据库内该阅读器的所在位置，掌握该期刊最后出现的大

致位置，从而实现期刊的馆内定位。这种思路与目前深图的

做法互有长短，缺点是定位精度略低，优点是不受期刊移架

影响，更可节省大量层标标签。

期刊工作应用RFID技术遐想
□李金庆    陈建星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RFID技术运用于物流、出版和文献管理等领域，并取得明显成效。

文章简述RFID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情况，详细探讨期刊管理如何应用RFID技术，并展望未来RFID的发展及

在期刊工作应用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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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刊导航服务类似于汽车导航功能。读者手持携带有

RFID标签读写器的服务端，该服务端可对借阅者途经书刊

的标签或图书馆预设的定点标签进行扫描，从而自动判断借

阅者所处位置。将借阅者欲借阅目标书刊的位置设为目的

地，系统按上述馆内定位方法确定目的地位置，并自动计算

给出最优化的路径，实现导航服务。如果再利用基于网页的

动画演示让读者更清晰直观地了解图书的存放位置，特别是

支持立体化多层建筑的定位和路径指引，并结合语音提示的

形式，将极大地方便读者快速获取所需文献。

5. 架位纠错应用

读架是书库管理中一个重要但琐碎的环节，借助RFID

技术可大大提高读架的效率。下文设想在没设置层标的情况

下，实现以下三种架位纠错功能：

一是在每一架位安置阅读器，各阅读器对设定方向和距

离的书架上期刊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感应到期刊上

电子标签传回的数据不属于所在架位时，可将错架信息自动

汇集到系统上，工作人员根据这些信息集中纠错整架。

二是开发错架即时报警功能，系统处于报警状态时，工

作人员或读者将书刊上错架位时，阅读器会自动发出轻微的

报警声，便于工作人员即时纠错。

此外，由于读写器可以根据RFID标签和读写器通信时

的信号强弱计算RFID标签和读写器的距离，据此在库内固

定位置设置参照标签，把参照标签的信号强度和查找的期刊

的信号强度对比，就能够确定期刊的大致位置。工作人员用

读写器在书架附近扫描一遍，就可以发现是否有错架的期

刊。

三、RFID技术应用展望

1. 简便高效的标签技术广泛运用于现刊

如上所述，以目前的技术现状而言，现刊要应用RFID

来管理，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所以推广普及尚

有难度。但随着RFID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完善、提高，今后

RFID会更为廉价、方便。也许经过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

RFID的标签体积和费用都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甚至引进

“隐型”技术，肉眼不易看出来，粘贴的操作可简化为喷

涂，操作神速。这样一来，限制现刊阅览室广泛运用RFID

标签技术的诸方面因素，如经费、效率、面积大、易受干扰

等都会消失。

例如，目前正在研究的通过导电墨水在产品的包装盒上

印制RFID天线，比传统的金属天线成本低、印制速度快、

节省空间，并利于环保，今后有望应用于书刊标签。

2. RFID应用于阅览量统计

长期以来，读者阅览馆内文献的数量统计一直是文献计

量工作的一大难题。图书馆应用集成管理系统之后，文献外

借数量已可通过系统自动统计，电子文献网上浏览数量也可

通过点击率自动统计，但由于现刊阅览以前都没有贴上条码

或标签，更谈不上计算机管理，而通过手工填写阅览量一直

存在错漏现象，所以现刊室内阅览的数量统计一直是文献计

量工作的一大瓶颈。

依据期刊放置于书架上时，是否持续被设置于书架上的

阅读器天线感应的原理，来计算期刊被取离浏览的次数与时

间，可能不久会成为现实。其方法是在现刊书架安装阅读器

（也可连接外置天线），并设置RFID标签被阅读器感应的距

离与方向，当一本贴有RFID的现刊从刊架上取下并离开阅读

器一定距离后，信息系统就感应不到该标签，这样便可视为

该本期刊被读者取下阅读，直到再次感应为止，这些信息存

储在自动化系统，即可据此有效统计馆藏期刊的取阅率。

3. 检测外借书刊是否被毁损

应用RFID来测量、存储图书档案的物理特性，可解决图

书被毁被盗问题。由于每一本书刊都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如果

在文献借阅时将测量到的每一本书刊的物理特性存储到具有

感应读写功能的RFID电子标签内，在书刊归还时利用本系统

再一次检测书刊的物理变化，就可判断书刊有没有保持借出

时的物理特性，达到检测外借书刊是否被毁损的目的。

4. 移动书亭

将某一学科或专题的RFID书刊集中存放在智能图书馆

内，开展面向重点用户群或专业用户群的延伸式上门服务。

当读者利用OPAC查询推荐书目并选中所需书刊后，智能图

书馆将利用自身的机械与皮带传送装置，自动、准确地找到

该书刊，在识别读者借阅证的有效性后，为读者办理相应的

借阅手续，并同步消磁，把书刊通过出书口推送给读者。智

能图书馆内还可配自助还书的投放口，方便读者在此设备上

还书，并由系统自动上架。除专题服务外，也可考虑在食

堂、宿舍等学生流量较大的地方设置该设备，设备内存放学

生借阅需求较大的书刊。

未来的物联网技术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芯片技

术、天线技术、无线收发技术、数据变换与编码技术、电磁

传播特性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并随着物联网技术的逐步普

及运用，在需求的带动下不断提高其性能，降低其费用，从

而促使图书馆等领域广泛运用物联网技术。RFID运用于期

刊管理有望在高效方便（如喷涂）、馆外定位和微型化（甚

至隐形）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例如在全球定位技术的应用

上有所突破，可快速查出丢失文献的藏处。

（作者：李金庆，厦门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福建省高

校图工委期刊工作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陈建星，厦门城市职

业学院图书馆书记、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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