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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digital library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the main methods of data 
mining are introduced at first. By analyzing the requirement of personalized service and the use of data min-
ing, a personalized service scheme using data mining is proposed. Based on computer network, this service 
scheme utilizes the database to produce service rule secondly. In this scheme, by mining coherent knowledge 
base, library historical data, borrowing data, reading log and feedbacking information of each readers, a ser-
vice rule is produced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cheme for every readers and the produced service can be up-
dated by information status. The service rule can give every reader some book list or journal list in which the 
readers may be interested. So when new books, journals or electronic magazines are updated by the digital li-
brary,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rule this service scheme can select some of them to advice the readers to read 
or b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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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特征和数据挖掘的基本方法，提出了一种采用数据挖掘的
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方案。该方案利用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通过对相关
知识库、图书馆历史数据、读者借阅数据、读者日志、读者反馈信息的挖掘，生成服务规则，为每个
读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方案，并根据信息的状况进行服务更新。这种服务规则可以在数字化图书馆的图
书馆、杂志或者电子资料更新时，选取一些推荐给读者，供他们阅读或者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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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校园网信息化建设工作的逐步落实，图书馆

的信息化建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在一些

高校，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也是网络建设当中的一个

重点。与传统的图书馆相比，除了信息量呈几何倍数

增长外，经过被信息化改良过的图书馆还拥有了新的

名字“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图书馆是在互联网的支

撑下，以内容管理为核心，以海量信息处理、知识发

现与加工交流为主要技术手段的智能知识服务基础平

台，是运行在互联网上的、超大规模的、便于使用的、

没有时空限制的知识中心。服务是数字图书馆工作的

核心。目前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经过了分散分布

式的“资源/产品中心”“馆员中心”服务模式实践，正在

向集中式的“读者中心”服务模式深化发展。 

数字化图书馆以文献的数字化为标志，图书馆通

过网络向每个读者提供各种数字图书、数字化期刊等

资料，实现学习的数字化。数字化图书馆以网络技术、

数据库技术为基础。数字化图书馆以读者的自我学习

为服务对象，而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化图书馆所提供服

务的最重要特征。 

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图书馆系统中的关键部分，信

息服务的智能化，由单纯的信息提供转向信息生成。

数字图书馆的个性化服务主要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

层次为按读者要求进行信息订制。读者根据自己的需

要订制专门信息，其功能包括数字图书馆站内搜索，

Internet 搜索，时间、日期、重要事件的提示，并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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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读者建立个性化信息空间。第二层次则是数字图书

馆挖掘读者兴趣模式，主动提供服务，使数字图书馆

成为一个智能型、主动性的信息提供商。个性化服务

可以提高信息获取速度和拓展服务形式。 

2 数据挖掘 

伴随着数据仓库的诞生，数据挖掘也得到迅速的

发展。数据仓库的发展为数据挖掘技术开辟了新的战

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数据挖掘就是按

企业既定业务目标，对大量的企业数据进行探索和分

析，揭示隐藏的未知的或验证已知的商业规律，且进

一步将其模式化的数据处理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能

够建立预测模型，预测未来的情况。 

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的

认为，数据挖掘与知识发现是等价的概念。人工智能

领域习惯称知识发现，而数据库领域习惯称数据挖掘，

也有的把知识发现当作发现知识的完整过程，而数据

挖掘只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知识发现的过程可以分

为三个主要阶段：数据准备，数据挖掘和结果表达和

理解。 

 

 
 

图 1 知识发现过程 
 Fig.1 Process of knowledge finding 

 

数据准备首先需要将多文件或多数据库运行环境

中的数据进行合并处理，解决语义模糊性，处理数据

中的遗漏和清洗脏数据等，这个过程称为数据集成；

然后为知识发现的目标搜索和选择有关的数据，这包

括不同模式数据的转换和数据的统一和汇总，进行数

据选择，其目的是辨别出需要分析的数据集合，缩小

处理范围，提高数据挖掘的质量；通过数据预处理对

数据进行清理和充实；通过数据转换实现数据编码，

数据库中字段的不同取值转换成数码形式将有利于搜

索。知识发现的第二个阶段进行实际的挖掘操作，利

用机器学习从数据库中发现有用的模式或知识。 

最后一个阶段根据最终读者的决策目的对提取的

信息进行分析，把最有价值的信息区分出来，并且通

过决策支持工具提交给决策者。这一步骤的任务不仅

是把结果表达出来，还要对信息进行过滤处理。如果

不能另决策者满意，需要重复以上数据挖掘的过程。 

3 提出的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方案 

根据数字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要求和结构，提出了

基于数据挖掘的个性化服务方案。该方案通过对相关

知识库、图书馆历史数据、读者借阅数据、读者日志、

读者反馈信息的挖掘，生成服务规则，为每个读者定

购个性化服务方案，并根据信息的更新状况进行服务

更新。其服务方案如下：  
 

 
 

图 2. 提出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Figure 2. Proposed Personalized Service Project 

 
（1）个性化服务方案 
个性化服务方案是为读者提供的个性化服务的集

成，个性化服务方案是根据读者定制、读者反馈和相

关数据挖掘来生成的。每一项服务中可以根据不同的

考虑指定不同的选择参数。读者个性化服务方案是一

个及时调整的动态方案，是个性化的体现点。如根据

每个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知识范围，定期向每个读

者推荐图书、杂志等相关资料，便于读者学习。 
（2）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 
数字图书馆门户网站是囊括了所有读者个性化方

案的整体，同时提供公共的图书查询等通用性服务，

用以对外广播和发布如图书更新、杂志更新等信息。 
（3）读者资料库 
读者资料库包含读者一些基本信息，这些信息是

通过一定加工整理而生成的，是准确的、规则的信息，

通常是最基本的读者资料，其来源主要是读者的注册

提交。读者资料库的准确性是数据挖掘实现的前提，

因此，应对读者提供的资料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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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读者日志 
读者日志是纪录读者的动态交互信息形成的信息

资料，包括读者数字图书馆门户和利用个性化服务方

案的日志信息。读者日志是一个不规则的信息资料库，

要实现数据挖掘必须先经过信息的抽取，形成可以用

于数据挖掘的规则信息库。 
（5）已有的知识库 
已有的知识库是已经存在的知识库，包括读者阅

读习惯、读者来访规律等信息。主要是用来指定个性

化服务规则的参考和验证。 
（6）服务数据中心 
业务数据中心是实际业务发生的数据，也包括企

业内部经过信息抽取或者规则化后的管理内容和数

据。 
（7）读者反馈 
读者反馈是读者针对个性化服务方案的反馈，例

如对个性化服务方案的评判，读者选择个性化服务参

数的特点等。读者反馈信息表达读者对数字化图书馆

的需求，是读者学习内在需求的外在表现，对于这些

需求，可以通过数据挖掘的方法生成指导读者学习的

方案。 
（8）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是针对读者反馈、业务数据中心、已有

的知识库：读者资料库及读者日志等信息充分利用相

关的数据挖掘方法来生成读者的个性化服务方案规

则，这些规则包括读者的兴趣所在，读者可能的潜在

需求，读者关注不同服务的权重、读者从未关注的信

息等。 
（9）读者规则生成 
读者规则生成是制定读者个性户服务的依据。 

在个性化服务系统中，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挖掘

基于时间序列的数据、基于关联规则的数据等，数据

挖掘方法有自动聚集、决策树、神经网络等。挖掘基

于时间序列的数据是从时间角度来分析数据的变化发

展规律，发现数据之间潜在的规则和联系。 

4 结束语 

个性化服务是数字化图书馆的重要特征，本文介

绍了数字化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的特征和数据挖掘的基

本方法，提出了一种采用数据挖掘的数字化图书馆个

性化服务方案。该方案通过对相关知识库、图书馆历

史数据、读者借阅数据、读者日志、读者反馈信息的

挖掘，生成服务规则，为每个读者定购个性化服务方

案，并根据信息的更新状况进行服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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