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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智慧图书馆案例研究

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智慧图书馆

一、建设背景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行业的发展也逐渐走到了转型期，现有

的图书馆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图书馆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首都图书馆

一直在寻找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的条件下，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技术等尖端技术运用到图书馆的管

理、运营、服务中，为图书馆搭建起技术支撑平台，让馆员和读者完全沉浸在图书

馆的服务中，各种服务随手可得却无须知道和了解这个智慧平台的存在，让图书馆

的服务变得透明、智能、人性化，这是首都图书馆智慧化转型一直追寻的目标。

智慧图书馆道路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首都图书馆着眼于当下，从图书馆

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步一步向着目标努力。为了将智慧图书馆的理念真正地落到实

处，首都图书馆利用一切机会来实践智慧服务理念。2020 年 10 月，为落实好北

京市委书记蔡奇同志“在大兴国际机场引入博物馆和图书馆及文创产品等”的批

示精神，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推广服务模式创新，扎实履行公共图书馆在文旅融

合发展中的职责使命，在北京市文化旅游局的支持下，首都图书馆与大兴国际机

场联合启动首都图书馆大兴国际机场分馆（以下简称“大兴机场分馆”）项目。

在北京市财政的资金支持下，大兴机场分馆项目于 2020 年 11 月正式开始建设。

尽管项目时间紧任务重，首都图书馆仍然希望在此次的项目中将大兴机场分馆作

为智慧图书馆的试点图书馆，将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运营的理念落实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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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工作中，并形成一套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智慧图书馆建设模式。

二、建设内容

大兴机场分馆（图 3-1）作为北京市第一家文旅体验馆，同时作为大型交通

枢纽领域里第一家图书馆，在资源、技术、服务等各个方面，都紧紧围绕“文化

与旅游”这个关键词进行建设，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源和先进设备，让读者不仅能

够阅读文化历史、秀美山川，更能通过各项智慧图书馆的服务触摸北京、体验中

国、感受世界。

图 3-1　大兴机场分馆

1. 资源建设

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开放服务的两个区域面积近 500 平方米，可借阅图

书达万余册，电子图书 20 余万册，有声图书 58 万集，音乐作品 150 万余首，同

时读者可免费阅览“北京记忆”“典藏北京”等 18 个数据库。

（1）纸本文献资源

为凸显“文化与旅游”特征，大兴机场分馆以文化与旅游、外文文献和少儿

图书等纸质文献为主，并根据读者需求增添了一些文学方面的畅销书。一层区域

设有北京地方文献、旅游、历史、人物传记、艺术、外文、少儿、文学等专架，

二层区域在设置文旅题材文献的基础上，设有获奖文学、儿童绘本、经济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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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架。纸本文献资源总量共一万余册，并根据读者需求数据、文献活跃度数

据等进行定期更新。

（2）数字资源

大兴机场分馆围绕实现智慧型服务的目标开展数字资源建设。智慧型服务的

特点之一是可以对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所提供内容进行优化，

为读者推荐其感兴趣的内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需求。一层二层都设有视听专

区，开放 18 个数据库，读者可以享受海量电子图书、电子报刊和视频资源。特

别是利用首都图书馆自建的北京记忆数据库，开发了听北京、读北京、看北京 3

个专题数字资源，带着读者浏览北京文化、北京旅游、北京故事。同时，一层设

有 12 块高低不同的 LED 滚动屏，读者无须进馆即可扫码带走电子书。二层设有

触摸屏读报刊系统，读者可以点读 300 种报纸、200 种顶级的数字期刊、3000 册

精品图书，同时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数字书刊借阅。有声听书系统提供 10

万余小时的有声图书，涵盖文学、历史、政治、军事、医学等 50 多个类目，另

有精品广播剧 300 余部，读者可以用手机扫码现场听书，也可以扫码带走听。

2. 服务建设

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大兴机场提供移动借

阅、智能推送、智能导引等服务，让用户体验到智慧服务的便利、快捷和乐趣。

（1）智能导引服务

通过智能机器人、智能虚拟主播屏的应用，实现信息咨询、服务引导的智能

化。“小图”是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的虚拟馆员代表，读者只需呼唤“小图

你好”并与之对话，它就会提供天气、航班、航站楼地点导航、图书馆使用等信

息（图 3-2）。

（2）馆藏智能管理

智能书架是在架图书实时管理系统，利用高频技术实现在架图书识别，可完成

馆藏图书监控、清点，图书查询定位，错架统计等功能。智能书架系统具有检测速

度快、定位准确等特点，用户可以实时知晓文献的状态，获取文献活跃度数据。将

智能书架和机器人搭配使用，实现了馆藏的智能定位和机器人引导取书。读者在机

器人平台搜索到文献后，机器人会自动将读者引导到智能书架中文献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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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智能导引服务

（3）移动借阅

在大兴机场分馆开放的服务空间中，读者使用手机移动应用扫描书籍的馆藏

条形码即可完成文献借阅。移动借阅服务可将文献流通工作站拓展到多个，避免

人群聚集，符合当下防疫需求。同时，将纸质文献流通服务拓展到移动端，积累

丰富的移动端服务数据，为文献流通的智慧化服务开拓了空间。

三、运行情况及效果

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经过近 8 个月的筹备和建设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7 日开放试运营，试运营期间，开馆时间为每天的 8：00—18：00，试运

营期间累计办理读者卡 254 张，接待到馆读者 21621 人次，平均日到馆人次约为

721，日到馆人次见图 3-3。

试运营期间，读者日均借阅图书 893 册次，还书 572 册次，其中通过手机移

动端借阅 47 册次，机器人服务累计 199 次。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9 月

12 日（共计 77 天），期间累计接待到馆读者 33138 人次，借阅图书 1896 册次，

办理读者卡 41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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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大兴机场分馆日到馆人次情况

大兴机场分馆从 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2021 年 9 月 12 日，运营情况经人民

网、《中国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广播电

视台等多家媒体多渠道报道共计 69 篇次，其中电视频道报道 4 次，App 客户端报

道 19 次，纸质媒体出版报道 5 次，微博平台报道 13 次，微信平台报道 5 次，网

站报道 20 次，抖音平台报道 3 次。机场分馆投入使用吸引到多家媒体深度报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在 CCTV1-综合频道进行 4 分钟时长的报道，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进行探馆拍摄报道，《北京日报》2021 年 7 月 13 日在头版进

行报道，《北京晚报》在新闻纪录版面进行整版报道，《中国旅游报》在第 8 版专

题版面进行整版报道，学习强国 App 客户端转载 6 次。2021 年 7 月 28 日大兴机

场分馆正式开馆当天，《北京日报》开展直播报道。

后续大兴机场分馆将逐步开放图书预约功能，设立冬奥会阅读专架，开展新

书分享会、亲子故事会、市民音乐厅、特色展览等丰富活动。随着大兴机场分馆

知名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读者愿意来到这里，随着各项服务的展开，丰富多彩

的文化服务让更多的旅客了解公共图书馆、走进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李念祖　谢鹏　徐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