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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图书馆拥有了

海量的数字图书资源，如何让用户准确、快速、便捷

的找到其需要的图书是图书馆工作人员研究的问

题。现有图书馆大多数是使用了传统的图书馆管

理系统，只能满足读者日常借阅图书的需要，高校

图书馆的读者希望花费尽量少的时间，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书籍。从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现状出发，通过

调查研究，掌握我国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发展的现

状，提炼了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关键技术。

一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发展现状
如何根据现有数据信息发现用户个性化兴趣，

结合现有资源把用户感兴趣的信息便捷的推送给

用户，是目前图书馆工作人员努力研究的问题。

（一）国内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发展

早在1998年Mylirary@NCState在美国北卡罗莱

纳州立大学图书馆建立，主要功能包括：个性化链

接（Mylinks）、个性化更新（Myupdates）、个性化内容

（Mycontents）、个性化目录（Mycatalogs）、个性化文献

传（Mydocumentdelivery）五个组成部分[1]。在1999年

美国图书馆与信息技术联合会（LITA）的10个著名

图书馆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就把个性化服务列为

图书馆技术发展的七大趋势之首。

自1999年清华大学的路海明和徐晋晖合著的

《基于Agent技术的个性化主动信息服务》和《基于

Multiagent生态进化算法实现个性化主动信息服务》

两篇论文发表以来，我国便开始了个性化信息服务

的研究。2002年，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共同主办了

CNKI工程，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主动推送服务。

截止到2009年7月，国内“211工程”的100所大

学图书馆网站，采用了基于RSS技术定制信息的有

16所，使用了MyLibrary系统的有28所，厦门大学同

时使用了我的图书馆和基于RSS的定制技术。

（二）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研究的内容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的研究内容

和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1.个人书架。个人书架是个性化服务系统为浏

览者建立的私人数据库[2]，可以保存浏览者的私人

信息，保存其感兴趣的资源、访问记录、信息定制、

信息资源推送及搜索关键字等信息。

2.个性化检索研究。依据读者资料，利用读者

兴趣资源库，在显示搜索结果时过滤无关信息。以

实现不同用户在输入同一搜索关键字时，显示不同

结果，使得搜索结果更贴近用户个性化兴趣。

3.信息分类定制与推送服务研究。信息分类定

制是指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求，设定所需

信息资源的类型、表现形式、系统服务功能等[1]。信

息推送服务是运用退送技术来实现的一种个性化

主动信息服务方式[3]。

4.信息智能代理技术。是一种可支持高级复杂

自动处理的代理软件技术，具有高度智能性和自主

学习性，可以根据用户定义的准则，主动的通过智

能化代理服务器为用户搜索感兴趣的信息，并把加

工过的信息按时推送给用户，并能推测出用户的意

图，从而自主的制定调整和执行工作计划[4]。

5.虚拟咨询服务。指在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以

计算机网络为通信手段，以现有数字图书资源为基

础，通过电子邮件、QQ、留言板、飞信等形式，向用户

提供超时空的咨询服务。

6.Web数据挖掘。所谓数据挖掘（Data Mining）

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

的原始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事先未知的、但

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模

型建立完成后，进行验证和评价非常必要[5]。Web

数据挖掘一般可分为Web内容挖掘、Web结构挖掘

和Web使用挖掘三类[6]。

二 高校数字图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法
高校图书馆是师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源泉，是高

校办学实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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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图书馆建设步伐

的加大，高校数字图书资源日愈丰富，可供读者查

阅的电子图书也越来越多。然而，在实际使用中读

者若想精确、快速定位到自己想查找图书的位置非

常困难。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图

书资源的急剧增多，图书信息数量级越来越高，查

找一条信息所需时间越来越长；二是用户与网站系

统缺乏沟通，面对海量的图书信息，用户很难精确

表达自己的需求，即便输入同一关键字，不同用户

对信息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网站系统很难充分理解

用户需求。用户希望进入网站后看到的书籍全是

自己感兴趣的，不同用户通过同一搜索关键字所搜

索的结果应该是不同的，每个用户进入网站后能够

享受到更贴近自己的服务，从而可以使用户方便、

快捷的找到自己希望的资源，这就需要高校数字图

书馆服务的个性化。

随着图书馆服务理念从“以图书为中心”向“以

用户为中心”的转变，图书管理人员更希望把图书

馆内的书籍展现给最需要的读者，希望随时可以掌

握书籍的使用情况，把访问量低的书籍显示出来，

以实现图书资源的有效整合，即图书资源个性化。

个性化服务指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基于用户的

信息使用行为、习惯、偏好、特点及用户特定的需

要，向用户提供满足其个性化需求信息内容和系统

功能的一种服务[7]。当前，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

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主要表现在个性化服务模式单一、在推送上个

性化服务缺乏动态性和实效性、推送模式单调等问

题。

（二）改进途径

RSS技术是Web2.0中的一种Syndication技术，

该技术致力于建立标准的频道描述框架和内容收

集机制，主要采用XML的标准[8]。结构化是采用

RSS标准格式信息的主要特征，处理和分析该标准

的信息非常便利。 基于RSS推送技术的动态性、即

时性、便捷性的特点可以恰好的填补现有高校数字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推送方法上的缺陷。

基于现有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的

不足和RSS技术的优越性，将高校图书馆个性化服

务和RSS技术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用户

需求与网站信息的对接，并及时的把最新图书资源

主动向用户推送，真正的实现了高校数字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

三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关键技术

探究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的关键技术

主要包括用户个性化兴趣、图书使用模型、信息推

送三个部分。

（一）个性化服务技术基础

支持个性化服务系统实现的主要技术包括数

据挖掘技术、RSS技术等。

1. Web数据挖掘

（1）Web挖掘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就是从大量的、不完

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原始数据中提取隐

含在其中的、事先未知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

和知识的过程[9]。依据挖掘对象不同，Web挖掘分

为Web内容挖掘（Web Content Mining）、Web结构挖

掘（Web Structure Mining）和 Web 使用记录挖掘

（Web Usage Mining）[10]。如图1所示。

图1 Web挖掘

2.关联规则算法

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是表示数据库中一

组对象之间的某种关联关系的规则[11]。

3. 聚类挖掘

（1）聚类的基本概念

聚类是指将物理的或抽象的对象集合分组成

为由相似对象组成的多个类的过程。聚类生成的

簇是一组数据对象的集合，同一个簇中的对象是相

似的，不同簇中的对象是相异的。

（2）主要的聚类方法

聚类算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分层、划分、基于密

度、基于网格的方法等。

（3）协同过滤推荐

协同过滤推荐是一种基于聚类技术的推荐算

法。常用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有基于用户的协同

过滤推荐、基于模型的协同过滤推荐、基于项目的

协同过滤推荐、基于项目评分预测的协同过滤推

荐、基于项目分类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等[12]。

（二）RSS技术

1.XML简介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可以

对信息进行自我描述的语言。在关系型数据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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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的应用研究[13]。

XML可看作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模型，可以很

容易地将XML的文档描述与关系数据库中的属性

一一对应起来，实施精确地查询与模型抽取，以检

索出适当的数据[14]。通常一个正规格式的XML文

档分三部分：一个可选的序言；文档的主体，通常为

层次树状结构形式，由一个或多个元素组成；可选

的尾部。所有XML文件都包含实体结构和逻辑结

构。实体结构包含文件中所使用的实际数据。逻

辑结构则像一个样本，说明该文件中包含哪些元素

及元素的顺序。

2.RSS的概念及标准

（1）RSS的概念

RSS是1999年由Netscape发布的，用于发送新

闻标题，被称为“推”技术，后来Userland Software发

展了其简化版本。与此同时，另外一组开发人员在

复兴最初的RDF版本，并最终发布了一个RSS1.0的

版本（Rich Site Summary）[15]。RSS是一种用于共享

新闻、简讯等Web内容的数据交换规范，是一种基

于XML标准的Syndication技术，是广泛应用于互联

网上内容封装和投递的协议。

（2）RSS的标准

RSS可以将网站当作一系列频道（channels）的

集合，每个频道又包括一系列资源（Items），所以通

过对频道和资源的描述可以实现对作为资源集合

的网站描述[16]。这个采用RSS元素描述的网站内容

汇总文件即为一个RSS feed。

内容的提供者可以为接收者建立一个RSS信息

源（RSS Feed），这只需要在其网站中增加些简单的

代码。一个 RSS 文档通常由<rss>、<channel>、<

item>三部分构成。

3.RSS信息服务系统解析结构

图2 RSS解析体系结构

RSS信息服务方式是内容提供者首先按照内容

订阅者的RSS请求把RSS Feed封装，然后把封装后

的RSS Feed输出；内容订阅者向RSS聚合器读取

RSS摘要且同时获取资讯信息。RSS信息服务系统

解析结构包含三个主要部件，如图2所示。

RSS信息服务使互联网信息的发布和共享变得

更方便、更高效，用户可以用更少的时间获取更多

的信息。但是这种服务模式缺乏用户的参与，个性

化特征不明显。

（三）用户个性化兴趣模型

1.用户个性化兴趣模型构架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中用户个性

化兴趣模型构架主要包括用户访问信息收集、用户

资料收集、用户个性化兴趣提取、用户个性化兴趣

更新、用户个性化兴趣表示等。

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核心环节是

无缝对接用户本身兴趣与系统理解的用户个性化

兴趣，以实现系统即时的向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在用户个性化兴趣模型建立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

下几个关键问题：

（1）使用哪种途径快速精确地获取用户个性化

兴趣。

（2）使用哪种用户个性化兴趣表示方法，更能

够准确详实地描述用户兴趣。

（3）使用哪种途径更新用户个性化兴趣，使其

当用户个性化兴趣发生变更时能精确的重新获得

用户当前兴趣。

2.用户个性化兴趣的获取

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提取即根据用户的注册信

息（年龄、性别、父母职业、专业、学历、爱好等）、浏

览行为信息（检索的关键字、访问内容、停留时间、

访问次数等），把用户个性化兴趣组合起来并加以

表示的过程。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提取途径有两种：

（1）明获取

明获取方法需要用户的配合，要求主动的向系

统发送自己的兴趣，重要方式为：用户提交注册信

息、用户对系统推送的个性化信息进行满意度打

分、提交自己最近兴趣（用户通过一定方式提交自

己最近感兴趣的主题、关键字、文章标题等，用户也

可以把自己的兴趣通过文章概述的形式描述出来

发送给系统）等。

（2）暗获取

暗获取不需要用户有意识的去发送自己的兴

趣描述。系统通过对用户的访问页面的行为和方

式等信息进行挖掘以得到用户个性化兴趣。该方

式下用户不需要有意识的参与。当前暗获取主要

信息来源是Web日志，采用Web日志可以知道用户

·· 50



访问某页面的次数、在该页面上的停留时间等。通

过对Web日志分析系统可以获得页面相关性、用户

群兴趣的相似度、访问模式及某一用户所属的兴趣

群等信息，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可以通过这些信

息创建、更新用户描述数据库。

3.用户个性化兴趣的表示

表示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方法多样，目前没有形

成统一的一个标准，我们经常用以下几种方法表示

用户个性化兴趣：

（1）主题表示法

用户个性化模型的主题表示法是指采用用户

感兴趣资源的主题来表示用户兴趣模型的方法。

如用户对哲学和工学类感兴趣，则用户模型表示为

{哲学，工学}。该表示法一般与相应的领域相结合。

（2）关键词表示方法

用户个性化兴趣模型的关键词列表表示法是

采用用户感兴趣的资源的关键词表示用户个性化

兴趣的方法。例如：用户对计算机感兴趣，则用户

个性化模型可以表示为{软件，网络，数据库，硬件，

信息管理系统}等。关键词可以是用户有意识的提

交给系统，也可以是用户无意识的提交给系统。

WebWatcher是典型的利用关键词列表方式表示用

户个性化兴趣模型的系统。

（3）加权关键词向量表示法

向量空间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杰拉尔

德·索顿提出的检索系统的向量模型，是到目前为

止应用最多且效果较好的用户个性化模型表示方

法。向量空间模型中的特征向量是由文本中提取

的特征项组成的，且以某种形式为其特征项赋权。

如文档T可表示成T（r1，r2，…，rn），其中rx是特征项，

1≤x≤n。因特征重要程度有异，可以采用附加权值

ωx 进行量化，文档 T 则可表示为：（（r1，w1），（r2，

w2），…，（rn，wn））。向量的各维都由一个关键词、权

值组成。权值的数值类型为布尔型和实型，依次可

以表示用户对某个关键词感兴趣与否，以及感兴趣

的强烈程度。

4.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更新

用户个性化兴趣更新是指当系统通过一定的

方式获取用户临时兴趣后，怎么把用户临时兴趣与

系统中用户原有兴趣合并而得到用户当前兴趣的

方法。

时间的推移，用户的兴趣也在不断的变更，当

用户个性化兴趣变化后，用户的浏览行为也在发生

变化，系统提取的用户个性化兴趣也会不同。这时

系统提取的用户个性化兴趣是改变后的用户个性

化兴趣，系统把改变后的用户个性化兴趣添加到用

户个性化兴趣，结合以前用户个性化兴趣即是用户

当前兴趣，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改变在系统中主要体

现在用户个性化兴趣的更新。

（四）图书使用模型

1.图书使用模型构架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中图书使用模型

主要包括图书访问记录收集、图书访问记录提取、

呆滞图书更新、呆滞图书表示等。

图书模型成功的关键准确提取呆滞图书资源，

并形成一个随时间变化而周期性变化的呆滞图书

曲线，以合理的安排图书资源，做到图书馆资源整

合。呆滞图书是指图书馆中访问量极低的图书。

在建立图书模型时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采用何种方法准确快速的提取图书访问记

录。

（2）采用何种方法精确方便的更新呆滞图书。

（3）采用何种方法能够把呆滞图书分门别类的

表示出来。

2.图书访问记录提取

图书访问记录提取是根据对访问记录的提取，

来发现各种书籍的访问情况，进而确定在某段时间

内哪些是闲置书籍。访问量提取的方法有三种：

（1）基于日志文件的方式

通过预处理服务器上记录的访问日志文件，提

取有效信息，进而获取图书资源的访问次数。服务

器上的日志文件主要有ISS、APACHE日志等。

（2）基于监听方式

监听方式主要借助用户请求被服务器过滤特

点，用户对任何一个页面的请求都能被服务器检测

到，而且服务器可以修改一个request，这样服务器

可以借助程序记录用户对所有图书页面的访问次

数。

（3）代码嵌入方式

代码嵌入方式就是在图书页面中嵌入统计页

面代码，记录、统计读者浏览页面时间和行为，当读

者访问那些页面时，图书的页面ID、被访问时间、访

问次数等就会被提交到接收页面，接收页面利用内

部对象将被访问的页面记录到数据库中。

3.呆滞图书更新

呆滞图书更新是指由于用户每天访问图书资

源信息不同，数据库中未被访问的信息也发生改

变，采用一定的统计策略，真实统计图书空闲情况

的过程。

用户的兴趣发生着改变，他们每天访问书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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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也在改变，访问的页面也在发生变化，根据日、

周、月为单位对每个图书信息页面的访问情况进行

统计，结合现有图书数据库，得到的呆滞图书数据

库也在发生改变。如何及时更新呆滞图书？如何

准确真实的反映图书的空闲情况？

4.呆滞图书表示

与用户个性化模型一样，我们也要为呆滞图书

建立图书模型。个性化服务系统的应用领域决定

所处理资源的对象。如：Smart Push、Anatagonomy是

报纸；GropLens应用领域是Usenet新闻；Cite Seer处

理对象是科技文档等。目前，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

统所处理的资源都属于文本范畴。

图书资源的描述与用户的描述密切相关，一般

采用相同的机制来表达用户与图书资源，图书资源

的描述可以是基于内容的方法和基于分类的方法

表示。基于内容的方法。

（五）个性化推荐技术

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建设在很多院校

已开始实现，常用的推荐技术有：基于聚类的推荐

算法、基于项目评分预测的协同过滤算法、基于关

联规则的推荐算法、基于最近邻技术的协同过滤算

法等。

1.基于聚类的推荐算法

聚类是数据挖掘技术的一个分支，是用于从数

据集中找出相似的数据并组成不同的组[17]，传统上，

聚类算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划分法、分层法、基于网

格的方法、基于密度的方法、基于模型的方法等[18]。

2.基于项目评分预测的协同过滤算法

基于项目评分预测的协同过滤算法原理是依

据目标用户评价过的项目与目标项目间的相似

性，。该算法经历分项目相似性和推荐产生两个阶

段。

3.基于关联规则的推荐算法

所谓关联规则，就是寻找描述数据库中数据项

之间存在的关联，利用关联规则的数据挖掘技术，

可以找出大量数据之间未知的依赖关系。

4.基于最近邻技术的协同过滤算法

最近邻技术就是使用统计方法查找与目标用

户具有相同或相似兴趣的邻居用户。

（六）信息推送

目前高校数字图书馆个性化信息服务系统采

用的推送服务方式有邮件式推送、频道式推送、手

机短信推送、用户专用网页四种。

1.邮件式推送

邮件式推送，即主动的把需要推送的信息发电

子邮件给相关用户，发送的内容一般为对用户的通

知、新书列表、学术会议等。该方式需要借助于一

个基于Web的电子邮件发送系统。该推送方式打

破了时空限制，用户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

要打开自己的邮箱就可以看到被推送的信息，减少

了网上搜索的过程，将用户感兴趣的信息推送给用

户，简化了用户获取信息的过程。

2.频道式推送方式

频道式推送方式是当前广泛采用的一种推送

模式，它将相关站点定义为浏览器中的频道，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兴趣，像选择电视频道一样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信息。RSS是基于频道推送的服务方式，

被称为真正的简单聚合，基于RSS的频道式推送在

Blog和新闻聚合上广泛应用。大型的新闻站点一般

都使用RSS制定用户感兴趣的新闻信息。现在RSS

还被广泛应用在网络信息资源推荐、图书书目推

荐、机构最新信息发布等方面。

3.手机短信推送方式

手机短信推送方式就是借助手机短信平台推

送信息的一种方式。随着读者对手机拥有率的提

高，发送手机短信成为人们日常传递信息、获取信

息的主要方式。如图3。

图3 手机短信推送方式图例

4.用户专用网页

用户专用网页又称为动态网页，系统根据不同

的登录用户显示不同的内容，将用户感兴趣的信息

分栏目展示给用户。一般采用点对点通信方式，该

方式要求用户必须访问网站。目前很多高校数字

图书馆仍然采用该推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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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ey Technical Research about the Individual Service in College Digital Library

SUN Shi-xin，LI Hai-yan，WANG Fu-cheng
（Bo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Bozhou，Anhui 236800）

Abstract: The improvement of eac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individual service for
college digital librar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ervice in the
college library，it puts forward the feasible tactics and key technology about the individual services in college digit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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