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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研究及应用

一、建设背景

儿童阅读能力的培养关系祖国的未来。2011 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

纲要（2011—2020 年）》坚持了“儿童优先”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国

家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配置公共资源等方面需优先考虑儿童的利益和需

求”。

少儿阅读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重要功能之一，传统的服务方式是图书馆员为

少儿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国内外图书馆行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向主要有虚拟参

考咨询机器人、资源智能分类、智能空间、智能学习中心、图书盘点机器人、自

助图书馆、咨询机器人、3D 打印等，这些应用无法完全做到根据年龄分段特点对

少儿开展精细化阅读推广服务，在满足少儿个性化阅读需求和节省人力成本方面

有相当的局限。目前，我国的少儿阅读推广已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时期，但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开展少儿阅读服务智能化的图书馆很少。

2018 年 9 月，安徽省地方财政投入 800 万元，建设 800 平方米的省少儿亲子

阅读体验中心，面向 1—16 岁的少儿开展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少儿读者服务。

利用部分建设资金，安徽省图书馆启动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应

用探索，开发“安徽省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目的在于创新图书馆少儿

传统服务模式，以“人工智能 + 少儿阅读”服务和阅读场景体验，激发儿童早期

阅读兴趣，培养读书习惯，开发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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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图书馆已建有业务自动化系统、业务大数据分析系统、读者流量控

制系统、读者无线网络系统等多个业务系统，其中业务自动化系统有馆藏书目

数据、读者数据（含图片）、图书流通数据等信息，读者流量控制系统保存有

读者进馆和各个阅览室的人流服务数据，读者无线系统后台记录图书馆读者访

问图书馆各类馆藏资源的信息。业务大数据分析系统建立在云计算应用的基

础上，对业务数据进行多维度分析，联合其他平台数据对读者行为进行分析，

进行读者聚类，挖掘读者历史借阅数据并向读者推荐图书，建立相似读者群

组等。

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研究及应用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安

徽省图书馆利用人脸识别、语音交互、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以及现有

各系统数据对阅读行为数据进行挖掘，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图书的

精准性和科学性，创新产生“少儿阅读”服务的新业态。希望为人工智能技术在

服务图书馆不同人群的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可借鉴的实际案例。该系统于 2019 年

成功登记了软件著作权。

二、项目研究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的

基础上构建少儿阅读模型，研发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小安）。机器人通过

语音输入，让咨询化繁为简，即说即解；一个管理中心，统管多个后台终

端，能帮助读者更加便捷地咨询馆内的活动和信息，拓宽读者了解馆内动态

的渠道，同时形成图书馆阅读服务知识库，提升安徽省图书馆少儿馆藏资源

科学性和少儿读者服务精准性；依托语音合成技术，机器人支持多语种、多

方言、多角色朗读，定制化复刻家长声音，构建陪伴式亲子阅读场景；利用

人工智能平台对少儿读者使用情况的分析与测算、反馈，提升用户的阅读效

果，并提供诸如机器答疑、智能提醒、成长定制、内容推送、读后效果测算等

服务，让图书馆的少儿读者在人工智能陪伴下进行阅读与学习。少儿精准阅读

服务模式，重塑少儿阅读服务场景，营造科技化、智能化的阅读体验场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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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少儿读者对阅读内容的理解，实现智能交互式阅读服务和主动导航式阅读

服务。

1.“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系统总体框架设计

系统部署在安徽省图书馆内服务器中，以私有云服务的方式为应用终端提供

语音服务，通过集成标准的 SDK 控件 /API，为用户提供语音识别、语音合成、

自然语言理解等功能和服务。系统总体框架包括基础设施层、数据资源层、技术

处理层、服务应用层。其系统架构图、机器人技术调用架构图和知识库原理图分

别见图 3-21、图 3-22 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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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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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图书馆服务

MySQL 知识库 Oracle

配置后台

省图书馆智能机器人App

省图书馆少儿阅览室

语音识别 语音合成

图 3-22　机器人技术调用架构图

图 3-23　知识库原理图

①基础设施层：指软硬件基础，既包括了传统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存储设

备、计算设备，也包括了移动互联网、感知设备（如传感器设备、监控设备、

RFID 设备等）、机器人、中间件等。

②数据资源层：主要包括资源数据、用户数据、感知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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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技术处理层：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核心层，通过综合运用统计分析、数据

挖掘、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方式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用户行为特

征、发现用户服务需求、预测用户服务满意度等。

④服务应用层：整个人工智能精准化服务的终端体现，本项目构建了少儿阅

读服务模型，挖掘并精确了解用户的服务需求，帮助用户获取、利用、分享数据

资源，实现为用户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

2. 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主要功能

作为“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的前端和具体应用，安徽

省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小安（图 3-24、图 3-25）在少儿亲子体验中心

实现人脸识别、交互式语音咨询服务、智能化交互书目检索、阅读个性化推荐、

图书馆知识库构建、智能化活动推送、亲子伴读、阅读能力测评等智能化服务

功能。

图 3-24　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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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5　读者使用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小安

（1）主页面

进入该页面（图 3-26），机器人开始收音，使用者可以点击按钮或者说出按

钮名称，进行具体的操作。

图 3-26　基于少儿精准阅读的人工智能服务平台主页

①图书查询

点击书名查询或者类别查询，进入查询页面（图 3-27），使用者可以使用语

音或输入框输入书名进行查询，查询出的图书会以列表的形式展现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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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查询页面

点击具体书目，屏幕会展现该书所在的位置，同时机器人导航至图书位置或

播报图书位置（图 3-28）。

图 3-28　展示图书所在位置

②阅读评测

在点击阅读评测后进入阅读评测功能（图 3-29），用户可以点击按钮进行答

题，系统会统计答题成绩，评估用户对该书的理解。在答完题后，机器人会给出

此次答题的分数，用户可以选择是继续答题还是回到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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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阅读测评

③智能推荐

进入智能推荐后，系统首先会要求使用者登陆自己的账户。使用者可以语音

请求“人脸识别”指令，进入人脸识别页面（图 3-30）。在此页面上机器人会对

使用者进行人脸识别，如果识别失败，屏幕会展现失败页面，使用者可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行现场注册（图 3-31）。

图 3-30　智能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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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二维码登录注册

④亲子伴读

使用者点击立即体验按钮可以打开亲子伴读 App，使用体验亲子伴读功能，

扫描二维码可以下载讯飞有声 App，点击查看按钮可以查看相应的帮助指南（图

3-32）。

图 3-32　亲子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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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创新点、实施运行情况及体会

1. 项目创新点

研究和实践表明，虽然机器人在应用过程中暴露相关技术的成熟度不高等问

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图书馆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或智慧化程度，从而提

高读者服务满意度，增强读者的黏性。主要创新点如下：

（1）拓展服务内容：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双驱动的视角，以少儿群体为研究

对象，通过人机交互进行少儿阅读效果测评，构建少儿阅读模型，开展精准图书

推送及服务，提升服务水平。

（2）构建阅读场景：通过语音合成技术，定制化复刻家长声音，构建陪伴式

智能亲子阅读系统场景，弥补家长在时间以及精力上的不足，加深亲子之间的感

情，提高儿童对图书的阅读兴趣。

（3）提升阅读效率：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阅读内容、阅读进度与阅读方式，

提高用户的阅读效率和改进学习效果。

（4）产生科普效果：引导家长、少儿体验人机服务、了解智能语音技术奥

妙，普及人工智能知识，提升少儿科学素养。

2. 运行情况及效果

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上线并投入使用。本项目上

线的系统，包括自动巡航、语音问答、人脸识别、图书导航、亲子伴读、阅读测

评，做到了少儿阅读服务全流程可应用。系统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特

别是机器人馆员的自动巡航、图书导航、亲子伴读等功能深受小读者们的喜爱。

2020 年，安徽省图书馆接待读者达 193377 人次，比 2019 年增长 65.4%；全年举

办少儿活动 118 场，比 2019 年增长 18%，少儿证持证读者达 67288 名，比 2019

年增长 2.67 %。

目前，安徽省图书馆阅读服务机器人系统 V1.0 版已获得安徽省图书馆自主版

权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由于无专业语料库、图书馆各现场应用场景复

杂等原因，真正能成熟使用机器人的图书馆尚少，大部分图书馆的相关服务仍在

测试和探索应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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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安徽省图书馆阅读服务机器人系统 V1.0 软件著作权证书

3. 项目体会

（1）加强知识库的建设，让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脑量充足

图书馆智能机器人和读者之间进行语音交互，依赖一个完整的图书馆行业语

料知识库，语料知识库的建设和完善需要靠图书馆员日常的积累和随时更新，这

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不够智慧渊博，无法像馆员一样

为读者提供周到服务，特别是面对专业性的咨询问答，无法按需满足读者的咨询

要求。安徽省图书馆少儿阅读服务机器人采用把问题和答案一对一写入知识库的

方式，知识库的问题主要来自网站、微信、微博以及人工咨询记录，后期研究仍

需把重点放置于知识库的更新方面，中文分词技术、自然语言处理等是研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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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图书馆：建设智慧图书馆　发挥省馆中心作用

一、建设背景

江西省图书馆创建于 1920 年，2018 年被文旅部评为一级图书馆。江西省图

书馆新馆于 2020 年底正式开放，总投资 9.62 亿，占地 94.6 亩，大楼建筑面积 9.6

万平方米，共 7 层，其中地下 1 层，地上 6 层，设计藏书量 1000 万册，阅览座

位 6000 个，每日接待读者最多可达 2 万人次。作为全省规模最大、藏书最多的

综合性公共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以其珍贵古籍珍善本和丰富的地方文献等特色

藏书闻名。目前，江西省图书馆藏有古籍 37 万多册，已整理的珍善本有 4 万余

册，地方文献 3500 余部，地方志 1200 余部，《中华再造善本》1 套。

作为江西省文献保障中心、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及服务中心、地方文献数字

化建设中心、纸质图书采编配送中心、公共图书馆业务培训教育中心、公共图书

馆服务网络发展中心，江西省图书馆新馆与时俱进，基于 5G、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打造智慧图书馆平台，构建图书馆智慧

化服务场馆、数据资源平台及数据智能系统，充分发挥江西省图书馆六大中心的

作用。

江西省图书馆智慧图书馆项目于 2019 年 10 月启动，截至目前，除智慧阅读

空间区域业务系统项目外，基本完成各项系统的上线试运行工作。随着各项业务

系统的试运行，江西省图书馆不断发现问题，并对各系统功能和体验进行迭代升

级和优化完善。

点。提高图书馆机器人的咨询服务水平的关键，在于各馆的知识库的建设，要将

知识库的自动更新能力作为程序设计的重点。

（2）真实场景地图构建难度大

机器人在图书阅览区域、书架之间巡航，承担找书工作任务，这基于机器人

底盘的定位和导航系统，机器人移动过程中的路径规划、巡航精确定位都和真实

场景地图有关，图书馆阅览环境是开放式的，读者的位置，桌椅的位置会随时因

读者需求而变化，真实场景具有复杂多变的特性，场景地图往往变化很大，会导

致导航系统无法完全识别。机器人的设计要增加基于环境地图的自主定位和导航

功能，还要增加依靠视觉、激光等感知环境的传感器，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移动过

程中的地图识别能力。合理构建智慧化图书馆环境是图书馆移动机器人的研究应

用的重点，只有改善机器人导航和定位的准确性，增强机器人对图书馆开放环境

的感知能力，才能保证阅览室移动机器人的广泛应用。

（3）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员培养

人工智能是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性学科，一方面图书馆员要加强人工智

能方面的相关知识学习，另一方面图书馆需引进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提高智能

化服务能力。

（4）客观理性看待机器人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前景

机器人技术是一项高成本的技术，机器人通过自我学习和感知用户需求，能

够帮助甚至替代图书馆员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然而图书馆机器人的建设实施涉

及图书馆现场环境、借阅规则、馆藏规划、技术和资金等方面，大多数图书馆对

机器人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投入精力过少，现有的机器人技术无法完全满足

图书馆人对人工智能服务的期待，部分机器人技术应用的不成熟反而给馆员日常

工作带来了大量不便，引起馆员在机器人应用方面的排斥，语料库更新不及时、

机器人所答非所问等问题也会影响图书馆员、读者对于机器人的应用体验。

［项目组成员：林旭东、许松、高全红、鲍静、孙瑞华、张汉璋（科大讯飞

工程师）、周铨、黄海涛、宁一丁。撰稿人：鲍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