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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大数据与微服务的技术融合体系研究*

摘要：现今大数据、微服务研究较多，大数据与图书馆微服务结合技术体系方面研究有待加强。图书馆大

数据与微服务的技术融合体系有大数据、读者需求、数据处理、微服务业务和服务反馈5个层次。技术融合的基

点是用户服务，大数据与微服务具有密切相关性，两者能够通过技术融合实现双向发展。基于大数据的微服务

能为读者和科研用户提供更加高效、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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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网络越来越深刻地

改变着人们信息获取和阅读方式。一方面，由用户产生

的数据所构成的大数据持续发展，形成了蕴含巨大开

发价值的信息“富矿”；另一方面，微博、微信、微视等

微信息服务的出现使信息传播更加快捷，信息受众群

体更加广阔，信息生态开始出现蝴蝶效应。本文立足于

图书馆的大数据[1]和微服务[2]，认为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正

在突破传统形式，其服务内容更加广泛、服务效果更加优

越、服务范围打破了时空界限，基于微博、微信的图书馆

微服务成为服务读者的重要方式。此外，大数据技术的出

现为解决信息不对称现象提供了一套新的技术方法，其

研究与应用已经渗透到图书情报领域的方方面面，图书

馆所拥有和积累的大数据也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1 研究背景

1.1 相关研究

以“标题=大数据”分别在Web of Science核心集、

CNKI中文核心和CSSCI核心数据库中进行多次检索，

将检索结果限定在图书情报学科，去重、删除专题导言

等不必要的文献，然后利用CitespaceII对得到文献进

行可视化处理，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

对比图1和图2可以明显地看出大数据在国内外

图1 Web of Science核心集中图书情

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主题

图书情报领域都是热门研究主题，成果较多，与大数

据相关的研究主要有数据挖掘与分析（data mining、
analytics）、社交媒体与社会数据（social media、social 
network、social data）、知识服务与创新（knowledge 
service、innovation）等。上述研究主题都是与图书馆

微服务密不可分的，其中数据挖掘是方法，社交媒体是

工具，知识服务是内容。

利用引证关系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处理，得到与

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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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CNKI中文核心和CSSCI核心中图

书情报领域大数据的研究主题

主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国外方面，Kwon等[3]研究

了大数据分析对于图书情报机构的业务扩展；Agarwal
和Dhar[4]研究了图书情报机构应用大数据所面对的机

遇与挑战；Martinez和Lara[5]研究指出社会媒体的发

展是形成大数据的主要数据源，而大数据的应用离不

开社会媒体的支持；Bohlouli[6]等研究了利用社交媒体

类微服务工具提供大数据知识服务的SoMABiT模型；

O’Leary[7]认为大数据的整合必须将来自移动设备的

传感器、应用数据等纳入其中。国内方面，韩翠峰[8]提出

大数据时代图书馆的一些服务创新策略；李广建等[9]从

情报学视角研究了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分析与服务的发

展；耿晓光和安冬梅[10]研究了微博在图书馆中的应用，

同类的还有李斯[11]、龚雪竹[12]等的研究。黄浩波[13]、孔

云[14]、李白杨[15]等研究了微信在图书馆中的应用。截至

目前，国内外图书情报界还在持续研究大数据与微服务

这两个热点话题，可以看出图书馆的微服务发展早于大

数据，但大数据对微服务的发展形成有力推动，两者的

融合是图书馆扩展业务、强化服务和向着智慧型图书

馆转型的重要条件。

1.2 大数据与微服务的关系

从字面上看，大数据与微服务似乎是相反的。实际

上，在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体系中，大数据与微服务是相

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关系。图书馆大数据是其微服务体

系的基础条件，微服务是大数据技术成果展现的具体方

式和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媒介。微服务不仅是利用微

信息技术进行知识传递，也是图书馆的一种技术变革与

服务变革，是传统内容向着精深化知识服务的转变。因

此，高质量的微服务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具体来

说，图书馆的大数据应用包括对读者借阅习惯、服务轨

迹、科研趋势、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深层挖掘，也包括对图

书馆的未来发展、服务模式提供可行的趋势分析，还可以

深度挖掘读者在交互型知识服务过程中的潜在需求数

据，从而提高图书馆微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 大数据与微服务的技术分层

要实现图书馆大数据与微服务技术融合，首先要

理清两者涉及的技术层面，具体如下。

2.1 大数据层

随着数字资源在图书馆馆藏资源中所占比例越来

越大，其积累的数据总量是惊人的。大数据层是指由图

书馆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数据所共同构成的大型数据

块集合，其中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

化数据。以郑州大学图书馆为例，目前其拥有的大数据

资源类型包括海量数字文献资源元数据、读者基本数

据、科研成果元数据、借阅信息数据、荐购系统数据、

RFID用户服务数据、无线接入服务数据等，具有总量

大、数据结构复杂、更新频率快等特点，符合大数据的

特征。大数据层是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数据挖掘以进

行微服务的基础资源。

2.2 读者需求层

读者需求是图书馆服务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只有

知道读者需要图书馆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建设务

实、高效、受读者欢迎的图书馆微服务体系。读者需求

层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读者的显性需求，即读

者对图书馆服务的具体需求，需要图书馆利用问卷调

查、访谈等方法进行了解和研究；另一方面，是读者对

图书馆的隐性需求，一般是对文献资源的需求和附加

服务的需求，需要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

2.3 数据处理层

对大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是大数据与微服

务两者技术融合体系中的实际操作环节之一。目前比

较成熟的采集技术一般为分布式数据处理技术，如

Hadoop、MapReduce、Spark等。无论采用哪种语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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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通常在大数据处理上具有并发化、分布化、高效

化、迭代化等特点，可对图书馆所存在的异构大数据进

行统一的挖掘处理。此外，不少高校图书馆部署了云计

算服务，其弹性存取技术能够良好地兼容大数据处理。

2.4 微服务业务层

从数据处理层向微服务业务过渡的实质是从信息

的处理走向信息的发布，在这个层面，基于大数据的图

书馆信息服务范围开始由馆内转向馆外。目前，国内高

校图书馆积极应用微信息技术，按照工具划分主要包

括图书馆官方微博、图书馆微信公众号、独立的移动

图书馆等多种形式；按照内容划分主要包括社交工具

和图书阅览平台两种。图书馆微服务的核心是运营，包

括内容的制作、更新和推送三个方面。良好的运营可以

将图书馆大数据资源所提取的信息及时、准确地反馈

给用户，对于提升图书馆利用效率和服务质量具有较好

的辅助[16]。总体而言，图书馆的微服务业务离不开两个

支撑：一是新媒体支撑，二是移动互联网支撑。

2.5 服务反馈层

为了避免图书馆跟风运营新媒体和微服务却反而

出现与用户实际需求相悖的情况，微服务必须按照一

定的科学方法定期进行服务反馈调研。常用的调研有

机器统计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信

息的筛选、分析、服务定位是否符合用户需求，调研需

要基于科学方法，最终形成分析结果，动态记录图书馆

微服务的发展历程，并针对遇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由此，图书馆内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微服务流程

就实现了从资源向服务、从馆内向馆外、从单向服务向

双向交流的新型服务目标。

3 大数据与微服务的技术融合

基于上述5个层面，研究其技术融合的具体路径。

3.1 用户数据互操作

服务用户，是大数据与微服务进行技术融合的基

点，其涉及的技术环节是用户数据的交换和互操作。

图书馆以用户ID（公共馆为借阅卡、高校馆为学号和教

工号）作为通用数据，为互操作带来了便利。根据目前

图书馆的业务特点，如图3所示，数据源可分为借阅数

据、行为数据、移动数据和社交数据，这些数据都可以

采用用户ID进行互操作。一般来讲，用户数据使用SQL 
Server存储，其他几个数据源的数据库和接口格式分别

有Oracle、.NET和JAVA等，使用数据库链接器能够将异

构的数据库进行桥接，用户数据是研究大数据环境中数

据关联的“钥匙”，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条件。

图3 图书馆内基于用户数据的异构数据库互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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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技术融合体系

如图4所示，技术融合体系主要由大数据处理和微

服务两个主体步骤构成，并涉及大数据处理、用户需求

分析、知识库构建、微服务内容编辑和推送四个关键阶

段。阶段一，利用用户数据将异构的图书馆大数据进行

整合处理，其中包括图书馆的借阅信息、行为记录、馆

藏信息、网络资源、移动信息、社交媒体等[17]。阶段二，

利用调查问卷、荐购系统、社交媒体等对用户的显性服

务需求进行调研；同时利用基本的数据挖掘规则调查用

户的隐性需求，例如用户借阅图书的种类倾向、学科倾

向、座位预约的时间分布等。阶段三是对大数据进行时

间、空间和语义等多维尺度的分析，根据图书馆自身开闭

馆时间、图书空间分布等情况设计分析参数和阈值。阶段

四是微服务的内容编辑和推送，目前图书馆微信公共号

是使用便利、内容扩展强的工具，通过开源API可以较

好地进行基于社交媒体的图书馆大数据服务推送。

3.3 微服务策略

微服务的基础是泛在化阅读的实现，也就是说微

图4 图书馆大数据与微服务的技术融合体系图

服务是图书馆泛在化服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图书馆

实体中，我们通过开设多媒体阅读区、信息共享空间等

策略来实现服务的改革。同样，图书馆可以通过微服务

实现泛在化服务的升级。自从2013年图书馆开始使用

微信作为主要的微服务平台后，微信公共平台的服务功

能也大为扩展，目前已开始支持各种API接口，能够良

好地支持前端与后台的结合，其服务不再是单纯的回复

数字得到结果，而是可以将图书馆的资源通过集成系

统的API接口大量接入微信。与此同时，独立的移动图

书馆客户端、其他社交网络、移动借阅机器、图书馆二

维码互动等技术都成为微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

上图书馆的泛在化微服务已经成熟。接下来，在强大的

技术支撑下，图书馆的微服务策略应是充分利用大数

据技术和微平台，面向用户的需求升级服务质量和资源

内容。

4 前景与展望

一方面，图书馆界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很多，但对于

大数据究竟有何用、如何扩展图书馆业务等问题还未

有确切的答案。另一方面，国内图书馆的微服务业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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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的业务增长点。从2013年开始，图书馆的微服务已

经从移动书目查询发展到移动图书馆阅读，再到如今

的移动借阅、个性化参考咨询微服务等。笔者长期扎根

图书馆的大数据和微服务建设，认为两者可以成为互

相补充的业务增长点。这其中，用户需求成为连接大数

据与微服务的关键点，上述的技术融合体系在于以用

户数据和用户需求为核心，实现大数据挖掘和微服务

推送的有机联结。随着图书馆大数据理论和技术的持

续研究，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图书馆界将更好地实现大

数据与微服务的双重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图书馆服

务的差距，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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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lots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big data and micro service, and the technology system of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and micro servi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is system consists of 5 levels which are big data, users' requirements, data processing, micro service operation and service feedback. Th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s based on users' service in library, while in fact big data is frequently related to micro service, so they could realize the two-way development by th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The big data-based micro service could provide the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 for readers and scientific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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