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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试水移动图书馆 

杨新涯 王 宁 

（重庆大学图书馆） 

移动图书馆的发展策略一定要“多看少动，不能不动”。 

3G 时代已经来临，无线网络技术日渐成熟，电纸书、PDA 等移动设备不断推陈出新，移动互联网趋势愈加明显，数字图书

馆移动信息服务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后数字图书馆”的畅想 

2003年 6月，“后数字图书馆的未来”研讨会（又称为“泛在知识环境”研讨会），提出了“后数字图书馆”，定位于提供“泛

在知识环境”，旨在创建一个人类共用的知识环境，提供无所不在，触手可及的移动信息服务。“5A”图书馆的理想是“任何用

户(Any user)在任何时候(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均可以获得任何图书馆(Any library)拥有的任何信息资源(Any 

information resource)”。两者都意在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以“用户为中心”，提供“无所不在”的开放式、深层次的知识

服务，这也为移动图书馆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移动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电子信息服务的延伸与补充。随着阅读 e 时代的到来，移动图书馆服务有了新的内涵，它不再

局限于对图书信息的查询、预约续借等服务，移动阅读、参考咨询、知识推送等新形式的出现也将为用户带来更加快捷、畅通

的移动信息服务。 

实现多种手机服务 

2007年底，重庆大学图书馆正式启用手机图书馆服务系统，将手机图书馆嵌入在管理系统中，为用户实现图书借阅、预约、

挂失等服务。 

手机图书馆以“注册用户”与“非注册用户”区分服务。“非注册用户”只能享有“公共栏目”中的图书馆概况、图书查询

等部分服务，“注册用户”除享有此服务功能外，还有“我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功能，包括图书馆到期通知、信息查询、号码

变更、图书续借预约主、BLOG、BBS发贴等个性化服务。 

目前，重庆大学图书馆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行手机与图书馆的连接： 

1.构建图书馆 WAP网站，发布图书馆消息。 

2.通过手机短信，拓展文献服务。 

这两种方式的实现都要求读者手机号码与移动图书馆系统服务平台进行绑定，图书馆系统发送相关业务信息进行确认即可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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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方法为：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发送短信给图书馆专用手机服务号码 1065730001719，短信内容为“ZC*图书馆用户

名*数字图书馆密码”，如“ZC*0023322*123456”。收到欢迎回复后，回复确认短信“Y”即完成绑定。 

重庆大学读者通过绑定手机号码就可使用图书续借、图书预约、图书到期通知等功能，具体短信指令如表 1。 

 

重庆大学图书馆读者可根据手机厂商说明设置，在其“互联网-浏览器”中输入 WAP 地址：http://mlib.cqu.edu.cn，点击

访问即可登录界面，读者可查看个人借阅信息、预约信息及到期查询等功能；“图书排行榜”中根据实时动态信息推荐了中图法

26个大类中各分类下的热门书籍；“图书查询”中设有关键字查询及分类查询，读者可输入一个或者多个关键字及图书的分类号

进行图书的搜索功能；“新书查询”更是方便读者预览最近热门书籍的题名；“图书馆公告”则提供给读者图书馆相关活动及讲

座通知等，让读者在第一时间预知相关信息；“读者导航”对重庆大学图书馆概况、制度、开馆时间等进行介绍。重庆大学的移

动图书馆服务于 2007年底正式启用以来截至 2010年 11 月，共完成手机预约提醒 12727个。 

发展策略 

现阶段，移动图书馆的发展还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 

1．手机短信方式不能满足移动图书馆建设的需求。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各类手持设备的不断涌现，手机短信服

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高校用户的需求。 

2．电纸书市场方兴未艾，但是由于没有与数字图书馆进行数据整合，暂时还不能成为移动图书馆的基础平台。 

3．平板电脑的价格过于昂贵，能否成为读者的移动终端，还有待于 IT 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抉择。因此，移动图书馆的发

展策略一定要“多看少动，不能不动”。也就是说，密切关注 IT 行业的移动阅读设备的发展动向，在方案没有成熟之前不要轻

易依附于某件产品进行定制研发或者开展图书馆服务，否则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人们可以在小范

围内对值得尝试的产品或者服务，以知识聚合和信息服务为重点开展实验性的实践研究，为业界提供良好的发展导向。 

三个重点方向 

随着 PDA、电纸书等移动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移动阅读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时尚，移动图书馆的服务也将不断更新升级，如：

短信参考咨询，移动图书馆流通，移动语音导览等。但就目前来说，手机作为移动图书馆服务的平台尚不成熟，开发专用的手

机图书馆 JAVA 客户端应用系统并实现其与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实时连接，这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也将是图书馆 2.0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根据近两年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在未来 3-5 年的时间里，结合目前信息技术和数字图书馆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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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可以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按照不同的文献服务内容，重点发展移动图书馆的三个方向： 

1.以手机实现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互。图书馆可以通过管理系统实现与用户手机的实时绑定，安全、实时、快捷地

从系统中提取相关的业务信息，读者可通过手机短信或者 WAP 网站实现与手机图书馆系统的捆绑，向系统提交查询请求，手机

图书馆系统根据请求处理信息并将结果反馈给读者。由此实现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信息交互交流。 

2.以电纸书或平板电脑，构建文本型、文艺类资源的移动阅读。目前汉王、亚马逊 Kindle-3 及苹果 iPad 等移动设备的出

现，使得移动阅读变得触手可及。数字图书馆所拥有的馆藏为其提供了足够丰厚的资源，用户可随时随地登录数字图书馆，在

线浏览或下载感兴趣的文学及文艺类作品，享受移动阅读带来的愉悦。 

3.笔记本电脑仍然是多媒体、学术性文献资源的主要利用平台。多媒体类型资源需要足够大的内存空间，相对于电纸书与

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在容量上所占有的优势显而易见，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媒体、学术型的文献资源，仍将以笔记本

电脑为主。拥有丰富数字资源的图书馆如何整合数字信息资源，盘活馆藏资源，提供大量可阅读资源及多种多样的移动知识服

务，为用户提供应急速查和闲暇时间速览服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