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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UDFW��The�arrival�of�the�third�scienti�c�and�technological�revolution�has�further�promoted�the�development�of�science�

and�technology,� and�also�promoted� the�emergency�of�new�science�and�technology.�Internet�of� things�technology�is�one�of�

them.�Because�of�its�superiority,�the�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has�been�more�widely�used�in�various��elds,�such�as�book�

management.�The�application�of�the�Internet�of�Things�model�provides�greater�convenience�for�book�management�and�achieves�

the�goal�of�book�information�management.�This�article�delves�into� the�book�information�management�based�on�the�Internet�of�

Things�model.�It�starts�with�an�overview�of�the�Internet�of�Things�and�introduces�the�content�of�book�information�management�

in�detail.�Finally,�it�proposes�a�book�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based�on�the�Internet�of�Things�model,�which�integrates�

the�Internet�of�things�technology�and�the�book�information�system�organically,�and�gives�full�play�to�the�role�of�the�Internet�of�

7KLQJ��WHFKQRORJ����R�D��WR�PDNH�WKH�ERRN�LQ�RUPDWLRQ�PDQDJHPHQW����WHP�PRUH�SHU�HFW�

.���RU�V��Internet�of�Things;�informationization;�library�management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各个领域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众多领域都开始注重科学技术的引入，并且逐渐向着信息

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图书管理也不例外。图书室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书本量相对较大，传统的人工管理做不到对所

有书本进行更为全面的管理，再加上如果图书室湿度相对较高，许多书本都会出现发霉、腐烂的情况。除此之外，在

书本定位方面，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做到实时定位，书本丢失事件也时常发生。在传统的书本管理系统中，虽然使用

科学技术可以更为便利的对书本信息查询，但是在整体管理以及跟踪定位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书本管理达不到预

期效果。为了进一步丰富书本管理的内容，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十分关键。基于物联网模式建立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不

仅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浏览需求，同时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图书管理效果，管理员基于物联网技术对书本进行实时的

定位、跟踪，有效预防书本丢失。同时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也可以使得书本自身感知周围的环境情况，管理员只需要通

过管理系统就可以更加全面的了解所有书本周围环境，以保证图书室中所有书本都处于最佳的温度与湿度之中，有效

降低书本腐烂、发霉等情况的发生概率。因此深入研究基于物联网模式的图书信息化管理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一）物联网的概念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简称IOT）指的是通过各种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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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物联网示意图详见

图�。物联网概念最先被提出是在����年，由美国麻省理工的.HYLQ���KWRQ�教授所提出。物联网一经提出就在研究领域

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且引起众多国家的研究热潮。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技术，物联网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

发展，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各个行业的信息化程度。

（二）物联网的特点

物联网的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感知层、网络层以及应用层三种���。其中处于最底层的是感知层，主要有各种传感器

以及传感器网关组成，目的是更好的收集和感知物体的信息，对物体进行智能化的识别，为后续的管理奠定良好的基

础。处于中间的是网络层，一般情况下由私有网络、互联网、有�无线通信网云计算平台等组成，主要的功能是对信息

和数据进行存储、传输和处理。处于最上层的是应用层，应用层直接面向的是使用用户，基于整体设计系统为用户提

供特定的应用服务，例如本文所构建的是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因此为用户提供图书借阅、图书检索、图书采购、图

书编目等功能，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物联网分层结构详见图�。

图书室中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汇集了大量的书籍，各个企业的图书室都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扩大。图书室

的建立可以为企业员工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料，极大程度上丰富员工的学识，以促进员工综合实力的提升。但是在传

统的图书管理中，都由人工来对众多图书进行管理。但是因为图书量相对较多，所以管理人员的工作量相对较大，不

能每天都保持最佳的管理状态，在图书管理方面极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工作失误，某些区域的实体书本无法做到每日管

理，极容易出现腐烂、发霉的情况。当用户还书的时候，管理人员为了节约更多的时间，也会将书本随意的放回，导

致图书室出现实体书本混放的情况，反而会对其他用户的借阅造成极大的不便。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科学技术被

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科学技术在信息数据处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将科学技术与图书管理相结合是图书

管理模式创新的必然趋势。在图书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技术可以实现图书管理信息化，不仅极大程度上减轻了管理人

员的工作负担，同时还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图书信息化管理也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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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户可以更为简单的检索书本信息，查询自己想要借阅的实体书本在图书室中是否还有剩余，不需要通过人工检索

的方式来确认书本情况，极大程度上节约书本检索时间。

（一）图书信息化管理内容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整体建设过程非常复杂，并且因为图书馆信息量和数据量相对庞大，工程整体建设量也相对

较大。随着图书馆存书量的不断增加，无论是对管理人，抑或是对借阅人，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因此图书馆信息化

建设势在必行。在传统的图书管理方面，采用的时候纸质登记的方式对图书的借阅和归还等进行相应的记录，纸质登

记就需要人工审核，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增加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并且因为人工操作，管理人员工作出错率也显著提

升。因此在图书管理信息化的建设过程中，首先对采购管理、编目、借阅管理和检索查询等等进行了信息化管理���。

图书信息化管理是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图书信息化管理中，借阅者可以通过图书信息系统快速

检索自己想要借阅的图书所在位置，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图书借阅。同时图书信息系统还可以根据借阅者多次借

阅记录深度挖掘借阅者的阅读喜好，并且向借阅者推荐可能符合借阅者喜好或者可以满足借阅者需求的图书，进一步

拓宽借阅者的阅读范围，同时还可以深层次的激发借阅者的阅读兴趣。但是这种图书信息化管理对象是虚拟书籍，然

后在实际的工作工程中，对实体书本进行信息化管理也属于图书信息化管理的一部分。

（二）图书信息化管理重要性

图书室在建设初期就会对所有的图书进行相应的编排，并且按照相应的分类对图书进行摆放，不仅为管理人员的

管理提供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极大程度上缩短借阅人的查找时间，但是图书室成立时间越长，使用的人也会相对较

多，许多书本都被反复、频繁的借阅，在归还的时候管理人员需要基于自己对图书类别的分析进行相应的归位，但是

有些书本类别比较模糊，管理人员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筛查才能确定书本位置，长此以往，管理人员往往为了节约时间

会将书本随意的摆放，导致图书室中许多书本的位置都是混乱摆放，反而给借阅人造成极大的不便���。借阅人在借阅

系统中查询到自己想要借阅的书本在图书室中有余存，但是到相应的类别中查找确无法找到想要借阅的书籍。而对于

管理人员来说，如果许多书本的摆放位置错误，自己的工作量反而会加重，在后期的管理中作中，管理人员需要花费

更多的时间来对实体书本的位置进行归位。而图书信息化管理则完全解决了实体书本摆放位置错误的问题。即使同一

本书被反复的借阅，每次借阅过程都会进行详细的记录，并且基于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实时的反应书本的实际位置，

借阅者可以更为方便的查阅到书本位置。管理人员通过实时反馈的信息来判断书本摆放位置是否正确，如果摆放位置

错误则可以进行及时的纠正，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书本归位到正确位置，极大程度上减轻自身的管理负担。图书信息化

管理不仅能够及时的纠正书本摆放位置，同时还能及时的向管理人员告知周围环境情况，管理人员通过环境反馈信息

对书本周围环境进行及时的调整，使得书本放置在最佳环境当中，以降低腐烂、发霉等情况的发生。

基于物联网模式所构建的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就是将物联网技术与传统的图书管理进行有机的结合，实现对图书

的信息化管理。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进一步优化管理流程，同时完全继承互联网的快速性以及全覆盖性，可以更为便利

的完成对大量图书的管理，进一步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基于物联网模式所构建的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对实

体书本进行实时跟踪，主要的原因在于每一个实体书本上都有专属的信息标记，系统中的射频识别装置可以对书本中

的信息标记进行有效的识别，通过实时的识别来了解实体书本周围的环境以及书本的位置，以达到实时管理的目的���。

在传统的图书管理中，无法及时的感知每一本实体书本周围的环境，因此，书本极容易出现发霉、腐烂的情况，而基

于物联网模式所构建的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通过射频识别装置有效解决了传统图书管理模式中的感知问题，极大程度

上提高整体的管理效果。

为了实现对实体书本周围环境的感知，图书室要在书本周围安装相应的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更为敏感的感知实

体书本周围的环境情况。当实体书本周围安装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之后，就可以实时的对实体书本周围的温度以及

湿度数据进行采集，然后在基于整体网络将采集的温度以及湿度数据反馈到该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当中，使得管理人

员可以更为全面的了解每本实体书本周围的温度与湿度，以确保周每本实体书本都处于最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当中。如

果实体书本的湿度或者温度出现异常，例如某本实体书本周围的湿度相对较大，该实体书本的湿度传感器会如实的将

湿度情况反馈到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中，并且向管理人员发出相应的预警，使得管理人员可以及时的发现书本环境异

常，并对异常情况进行及时的处理，纠正书本的湿度情况，以保证书本在处于最佳的环境之中，降低发霉、腐烂等情

况的发生���。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的安装还相当于在实体书本附近安装了一个实时的防火系统。图书室发生火灾不仅

会烧毁大量的书籍，严重还会出现人员伤亡，因此安装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能够及时的发现图书室中的温度异常，当

出现火灾情况的时候，也会及时的发出预警，管理人员可以更早的发现火灾，有助于管理人员进行人员疏散以及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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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电话，不仅降低人员伤亡，同时还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除此之外，物联网中每个联网节点都是相对独立的，具有独立寻址的能力，因此图书室中的每一本实体书本在传

递周围环境信息的时候，基于所构建的完整网络拓扑图，就可以实现对每一本实体书本智能化感知以及精准寻址。该

功能实现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对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在传输实体书本周围环境时能量变化情况或者是传感器网络拓扑

信息来实现对实体书本的物理定位，能够有效的解决图书管理过程中实体书本的定位问题，实时跟踪图书的位置，有

效预防实体书本丢失情况的发生���。并且通过温度以及湿度传感器来感知就不需要在每一本实体书本上安装�36定位

装置，直接根据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所提供的书本信息就可以实现对实体书本的跟踪定位。同时在图书信息化管理系

统当中，信息汇聚节点可以定时对图书馆中所有实体书本的传感节点进行轮询检测，以此来判断图书室中的每一本实

体书本是否处于完好状态，也可以及时的发现实体书本丢失的情况，从而按照图书室的相关规定对该问题进行处理和

解决���。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中通过对每一本实体书本周围环境进行实施感知的方式来极大程度上提高管理人员对每

一本实体书本的管理能力，有效预防实体书本丢失的同时，还能在用户还书的时候将实体书本放回到正确位置，为后

续用户的借阅奠定良好的基础，进一步保证图书室的规整性。本文基于物联网模式所建立的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详见

图�。

由图�可知，该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主要有四个模块构成，由下自上分别是数据采集层、网络层、中间层以及应

用层。其中数据采集层由RFID、温度�湿度传感器、�36定位装置等构成，主要功能就是充分接收实体书本上的各种

数据信息，网络层由Internet、有线�无线网络等构成，主要功能就是将数据采集层收集的所有信息全部接收；中间层

主要建立在数据库的信息系统之上，的主要功能就是对网络层所接收的信息进行相应的处理与分析；应用层则是图书

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主要操作界面，主要功能就是为用户以及管理员提供各种服务。该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最底层是

数据采集层，通过射频识别、温��湿度传感器等装置完成对图书数据信息的感知、采集和识别等过程，然后将采集到

的数据传输给网络层，由网络层完全接收之后传输到中间层的数据库系统当中，随后由数据库系统完成对数据信息的

存储、分析以及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可以为用户以及管理员提供相应的服务。该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最上层是应用

层，即图书信息管理系统的操作界面。用户通过该系统对实体书本信息进行相应的查询，以完成对实体书本的借阅。

而管理员则通过该系统对实体书本进行实时的定位跟踪，同时了解所有书本的周围环境，以实现对书本的有效管理。

对于图书馆的管理系统来说，物联网模式的应用可以实时的感知实体书本上的标记信息，以此来实现对实体书本

的定位、监控与管理。同时基于物联网模式建立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还能使得实体书本自我感知周围的环境，确定周

围环境是否属于自身所处的最佳环境，当环境存在异常，例如过度潮湿或者温度异常升高，还能够及时的发出预警提

示，管理员根据预警提示及时的对实体书本周围环境进行及时的查看，并对异常情况进行有效的解决，进一步提高图

书管理效果。使得实体书本可以感知周围环境变化，不仅能够降低图书腐烂的概率，同时还能及时的发现火灾，为人

身安全以及物质财产提供有效的保障。基于物联网模式而建立的图书信息化管理系统不仅仅能够对书本信息进行简单

的查询，同时还能实时的定位书本，并且了解书本周围环境情况，使得管理过程更加的智能化，可以对书本进行更好

的保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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