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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我国图书馆文献工作正处于从传统图书馆文献向现代化图书馆文献转变的

阶段，图书馆文献管理工作也要同步转变，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借用计

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图书馆文献信息化管理，能够保证图书馆文献安全和提高图

书馆文献效益。高校图书馆是服务于高校内部及其相关科研项目的图书馆，通过

内置磁条实现其图书馆文献的安全管理，存在图书馆文献资源基础采集数据分散、

数据共享性差、综合管理与应用能力薄弱等缺点。为提高图书馆文献管理水平，

设计开发了基于 RFID 的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系统。 

本文采用 J2EE 技术和 RFID 技术设计和开发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系统，首先

从某校图书馆管理平台的项目背景，阐述研究的内容和意义；然后从某高校图书

馆的基本情况和图书馆文献管理的业务出发，对管理平台的用户角色进行详细分

析，然后从功能需求、安全需求、数据库需求等多角度的需求分析做了详尽的分

析，并形成相关的需求要点；同时对系统的逻辑框架和网络架构进行设计，设计

图书文献管理、卡务管理、借阅管理、RFID 管理、门禁管理和系统管理六个模块

的功能，实现了集图书文献日常维护、借阅管理、RFID 管理等内容于一体的网络

管理平台。同时对数据库的关系建立做了相应的描述，通过对系统界面的展示来

阐述系统的功能，针对系统的设计内容进行测试方案的设计和结果分析。 

通过系统的测试结果，本文设计开发的管理系统能够满足某高校图书馆管理

的需要，规范图书馆文献的日常管理工作、提高图书馆文献信息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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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work of Chinese books and literature are in the stage of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books and literature to modern books and literature. Themanagement of 

books and literature also changes, in tim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eveloping 

quickly, we can use compu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yto manage books and 

literature.It will make sure library literature issafe, improve thebenefitsof library 

literature. University Library serves the University an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internally. Makethe books and literature is safe by the built-in magnetic stripe. 

This causes the basic library resource decentralized and poor data sharing,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weaknesses and other shortcomings. We 

design and develop a system of library'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based on 

RFIDto improve the level of library management. 

This dissertation uses J2EE technology and RFID technology to design and 

develop a system of library'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irstly, it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researching content and meaning of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platform, then it analyzes user detail role of management platform from a university 

library basic situation and library literature management business; then it analyzes the 

needs ofthe function, safty, database and other perspective, it formed the points of 

needs;design the logical framework and network architectureof system, and design 

themodules of system, books, card, borrowing, RFID, access control and system 

management, total six modules, to achieve books daily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RFID management in one system. This dissertation also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of 

database, represents system function by showing the user interface, addresses the 

system test plan design, and does analysis of results. 

By the system test results,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management systems can 

meet the needs of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standardize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library and improve libra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Literatur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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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图书馆文献管理工作指图书馆文献的利用与管理，是现代图书馆正常运转的

基础性保障工作。我国图书文献工作正处于从传统图书文献向现代化图书文献转

变的阶段，图书文献管理工作也要同步转变，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借用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图书馆文献信息化管理，能够保证图书馆文献安全和提高

图书馆文献效益，对图书馆文献实现现代化管理方式，从而利用科学化的管理方

式达到发挥图书馆文献最大功效和最长使用寿命的目的。在高校中，图书馆是学

校知识的载体，同时也是高校师生扩展知识、科研人员获取最新研究动态的场所，

是高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图书馆工作主要是承担图书的维护、借阅等

静态的责任，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发展，利用数字化、电子化的管理形

式，图书馆的工作已经变成集文献信息采集、加工、共享的功能。对于图书文献

的数字化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高校图书馆智能化水平，有效地提高高校专业教学

的精准度、科研工作的深度等。 

目前高校图书馆多数图书的管理仍以条形码、存储磁条的形式进行图书文献

管理工作，这种形式能够满足传统图书馆的普通借阅业务，但在图书馆内部管理

过程中容易出现图书位置的错误搁置，从而导致查找、借阅图书中出现失误，降

低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而且，图书馆的库存盘点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电子标签技术（RFID）是一种能够准确、及时采集信息并处理的高新技术[1]。

这种技术不需要接触物体就能够自动识别，其由 RFID 标签、读写器及中间件组

成，利用射频技术进行数据采集与传输的自动识别系统[2]。通过采用 RFID 技术对

图书文献进行管理，能够对图书文献的库位进行精准定位，方便读者直接定点找

到相应的图书，同时可以提高借还的速率，减少图书管理员，降低图书馆运营成

本。 

本文是以高校图书馆为背景，采用 RFID 技术设计和开发图书馆中的文献及

馆务工作进行综合性的管理系统，从高校教学、科研的实务出发，根据高校图书

馆职能的特点，实现对图书文献、借阅、门禁以及 RFID 的集中管理，这样就可

以准确定位文献资源的位置，自助借还等。从而能够实现文献资源管理的自动化、

智能化，实现图书馆的管理运行模式的转变，使图书馆文献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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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读者服务质量最高、管理最人性化。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RFID 技术是在二战期间被美国军队用于识别敌国飞机，利用其感应技术可以

在有效地区别敌我战机，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攻击的准确度[3]。随着战争的结束，

RFID 技术在其它辅助技术的支撑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军由向军用转型，成

为具有商业价值的技术。由于 RFID 可直接应用于复杂的环境中，利用通信网络

技术可以进行精确识别、非接触性识别等功能，因此其开发和利用空间巨大，有

很大的发展前景。 

1.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 RFID 民用化的普及，RFID 技术在图书馆管理中也得到了应用。新加坡

国家图书馆是最先应用 RFID 进行图书管理工作的，它们从 1996 年开始尝试采用

RFID 技术进行图书管理，至 2002 年，其 23 个分馆全部实现了 RFID 技术。图书

馆管理采用 RFID 技术后，其管理模式发生了全新的改变，首先节约了大量的人

力成本，其所有馆的员工数量减少了二千多人，同时其工作效率由一千万次提高

到三千万次，RFID 技术为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带来了可观的成本收益[4]。美国德克

萨斯州 Frisco 公共图书馆和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率先采用 RFID 进行图书馆工作，

其工作内容与形式也得到了改变[5]。随后，墨西哥、荷兰、瑞典等国家的图书馆

几乎普及了 RFID 技术的应用[6]。与 RFID 配套的管理系统也随之发展起来，各图

书馆根据自己的馆务特点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系统功能。例如，

TAGSYS 推出能够自己诊断并纠错的远距离 RFID 读取器，也有公司开发出 RFID 光

碟标签[7]。实现取阅率的统计、协寻与定位图书馆资料、读者导览与个性化服务、

智能书架的开发与应用[8]。 

1.2.2 国内研究现状 

2006 年，我国图书馆正式采用 RFID 技术。诚毅学院图书馆于 2006 年 2 月

20 日正式建成了国内第一家 RFID 馆藏管理系统，这是 RFID 技术在国内图书馆中

的首次应用实践[9]。接着，深圳图书馆也引进了相关的技术，全部馆藏资料使用

200 万个 RFID 标签，8 套工作站[10]。其读者人数与图书借阅量都猛增，但工作人

员数量并未改变，有效地提高了图书馆的流通量、服务质量与精确度也得到了极

大地提升。目前，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文献资源管理系统在我国各地的高校图

书馆和大型的公共图书馆也都陆续被采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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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用 RFID 技术应用中，其系统的集成管理是核心技术，但由于多数 RFID

的公司是与国外公司合作或直接进行代理，专门进行自主研发的管理软件较少，

多集中在人、车、物自动识别系统，对于图书馆的管理软件很少涉及。然而，国

内部分图书馆近几年无法在短期内完全废除条形码和磁条设备，完全使用 RFID

技术来取代。现在大部分图书馆文献管理系统使用条形码和磁条，这种技术相对

简单成本低，但是基于 RFID 文献管理系统是使用电子标签技术，这种技术相对

复杂，成本高一些，二者的技术原理完全不同，进行整合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

RFID 技术是未来图书馆文献管理系统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化智能图书馆的技术基

础，因此研究基于 RFID 技术的图书馆文献管理系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1.3.1 研究目标 

本文是以高校图书馆为背景，采用 RFID 技术设计和开发图书馆中的文献及

馆务工作进行综合性管理系统。 

1、对高校图书馆进行数字化的智能管理模式，实现对图书文献借阅的自动

化，提高读者的查阅精准度、有效地改进了馆内员工的管理力度与难度，提高了

服务质量以及服务感受。 

2、利用 RFID 技术可以实现图书文献的准确定位管理、文献采集、图书借阅

以及安全维护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不仅能够对图书文献的库位、流通进行

准确定位，也能够提高图书的盘点、纠错效率，提高图书馆的竞争力。 

3、利用RFID技术对图书进行标签化管理，能够实现对图书信息的直接读取，

直接定位，同时对于图书流通的安全性通过门禁感应进行保护。 

1.3.2 研究内容 

本课题基于 RFID 技术进行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和开发，通过该

管理系统能够对图书文献的业务流程、管理模式进行优化组合，主要的研究内容

有： 

1、基于 RFID 的智能型图书馆管理系统某校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和图书馆文献

管理的组织结构，对管理平台的用户角色进行详细分析，然后从功能需求、安全

需求、数据库需求等多角度的需求分析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形成相关的需求要点。 

2、实现利用标签可提供方便的图书管理、防窃保护功能；准确地识别出触

发警报的图书的条码号及书名，真正做到没有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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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对系统模块图书馆文献管理、卡务管理、

借阅管理、RFID、门禁管理和系统管理六个模块的功能。 

4、利用 RFID 技术的特点，可以实现读者自助借还图书、管理员高效、准确

盘书、纠错和开放式门禁等功能。 

1.4 本文的组织结构 

本文是以某高校图书馆为背景，介绍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图书馆文献信息管理系统是一个集图书馆文献日常工作、RFID 管理、门禁安全管

理等内容于一体的网络管理平台，满足某校图书馆文献管理的需要，规范日常管

理工作、提高图书馆文献信息化、自动化的管理水平。 

本文的组织结构包括六部分内容： 

第一章介绍某高校图书馆管理平台的项目背景，对图书馆文献运行软件的国

内外研究现状作出对比分析，然后阐述本文设计的管理平台的主要内容和组织结

构。 

第二章介绍某高校图书馆的基本情况和图书馆文献管理的组织结构，对管理

平台的用户角色进行详细分析，然后从功能需求、安全需求、数据库需求等多角

度的需求分析做了详尽的分析，并形成相关的需求要点；同时介绍了设计开发过

程中的相关技术。 

第三章阐述了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对系统的逻辑框架和网络架构进行设计，

同时，对系统功能模块的设计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第四章系统详细设计，对系统模块图书馆文献管理、卡务管理、借阅管理、

RFID 管理、门禁管理和系统管理六个模块的功能进行详细设计，同时完成了数据

库的详细设计。 

第五章系统的实现和测试，通过对系统界面的展示来阐述系统的功能，而且

针对系统的设计内容进行测试方案的设计和结果分析。 

第六章总结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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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系统需求分析 

系统需求分析是软件开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归纳总结出软件需要实现

的功能，软件的接口以及满足的约束[12]。获得对软件需求更深入、更完整的理解，

并且将软件需求表示为面向软件设计人员、易于修改和维护的分析模型[13]。 

2.1 系统核心业务流程分析 

业务流程分析是利用流程图的形式简明扼要地阐述实际业务的处理过程，在

软件设计过程中是经常应用的一种分析工具。通过业务流程梳理讨论后，将业务

过程按业务节点进行分解，对于业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从收集到输出的过程通过

业务流程图的规范画法进行描述，可以有效地保证系统设计的合理性。 

2.1.1 图书文献管理业务 

图书文献管理是从高校图书馆从调研需求到正式入馆实务操作的整个过程。

采访部根据国家教委、教育部门、高校三方面的教学动向进行图书文献需求进行

调研，采集年度需要购入的图书文献资料名录，然后提交高校相关部门审核通过

后，将正式形成的购买报告提交采购部进行图书购买。同时，当图书到货后验收

后，提交采访部进行验收盖章，然后依据编码设置 RFID 码，采访部门负责接收

的工作人员利用手持 RFID 阅读器釆集图书信息，并核对图书信息是否为需采购

的图书，是则确认收货，不是所需采购的图书，则根据图书适用情况做相应的处

理；然后编目部依据图书馆馆藏编目规范对名录中的图书进行编目，根据楼层图

书分类情况组织图书入库，图书入库时，各楼层工作人员使用手持 RFID 阅读器

采集图书信息，并将图书信息传至基于 RFID 的高校图书文献管理信息系统，信

息系统根据 RFID 系统传来的信息自动生成入库单，确认图书入库，若核对不一

致则进行相关异常处理，最后入采编部门进行实务操作［14］。 

图书馆工作人员使用移动 RFID 阅读器来盘点验收后的图书，并将图书入库

的相关信息：图书 ID、数量、入库时间、入库通知编号等传给高校图书文献管理

信息系统，信息系统根据入库信息自动生成待审核入库单，完成图书入库处理。

将入库图书运至指定架位后，图书馆工作人员利用移动 RFID 阅读器获取书架标

签信息，并将其与图书信息关联，确认图书到指定架位，信息系统自动更新高校

图书文献管理库存信息。图书入库业务信息处理流程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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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入库管理业务流程图 

 

图书在库业务主要指各楼层图书藏书盘点，图书馆管理员利用移动式 RFID

阅读器根据获取图书在库信息，并将图书在库信息传至图书文献管理信息系统，

图书文献管理信息系统根据 RFID 系统的实际库存盘点数据自动更新盘点结果生

成盘点单，完成图书在库盘点业务。其业务信息处理流程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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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盘点管理业务流程图 

 

2.1.2 RFID 管理业务 

通过 RFID 读写器对粘贴在文献、书架上的 RFID 标签、RFID 借书证进行识读，

借助于后台 RFID 管理系统和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实现对文献、书架与工作

人员、读者间的借还、归架、典藏的一体化管理 [15]。 

在本文设计的系统中 RFID 数据有三种类型： 

 

表 2-1 图书 RFID 标签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数据名称 备注 

UID 代码 RFID 标签识别代码 出厂代码，不可更改 

ID 代码 图书文献代码 由系统用户设置 

附加信息 补充 ID 代码的附加数据 由系统用户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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