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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 

 试用方案和应用实践 

 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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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RFID应用需求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并在图书馆广泛应

用，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和读者服务正在发生历史变革，
电子资源大幅度增加，新服务多层次、个性化。 

    相比较而言，流通业务变化缓慢，大多数图书馆仍

然停留在传统的手工方式阶段。图书借还的大量作业、
图书整架和盘点、乱架图书的查找等依然是图书馆员
手工完成。这种状态给图书馆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和
服务质量带来制约。 

  参考咨询基于网络和技术手段不断创新服务模式，
通过远程、实时交互、社交网络等方式与用户交互，
其效率和作用是传统的当面咨询服务远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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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形码+磁条”自助借还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馆员手工操作借还图书的束缚，但未能给流通其他
业务带来明显进步。 

    RFID技术具有智能、快速、非接触式交换数据的

明显优势，为流通业务的变革和未来智慧图书馆的建
立提供了可能。 

  图书馆期待采用新技术改变图书盘点、顺架、倒架

以及新书上架、乱架图书查找等传统作业方式，提高

流通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在高速信息化环境中，读者也期待通过新技术享受

到方便快速、灵活自如、具有良好体验的新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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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方案和应用实践 

调研与测试： 

  2009年底开始规划文科馆图书自助借还服务 

  当时调研了HKCityU、汕头大学、北京理工、北

京石油化工等大学图书馆以及深圳图书馆等RFID应

用案例 

  重点关注新技术的实用性、应用成本、读者的接

受程度、图书馆整体业务的提升等。 

共有4家公司参加测试：3M / 海恒 / 阿法迪 / 远望谷 



6 

初步调研和测试之后的认同： 

 图书自助借还 

– 采用HF和UHF提供图书自助借还服务的相关技

术比较成熟，正在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国外已

有几百家、国内有几十家成功案例。 

 用户接受程度 

– 采用RFID自助借还图书的速度比采用条码自助

借还书的速度有显著提高，普遍受到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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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研和测试之后的疑虑： 

 标签寿命 

– 采用厂商承诺10年，10年后重贴？迁移成本？ 

– 新加坡图书馆HF标签>10年，已开始逐步更换 

 安全性能 

– 检测门：RFID标签被屏蔽时检测门的读写器无

法识读         

– 辐射：厂家声明在安全范围内，低于手机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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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调研和测试之后的疑虑： 

 标准与兼容 

– 标准：标签的数据模型、馆代码标准化等 

– 兼容性：HF 与 UHF 与 Monza4，阅读器与标签，

馆际之间 

 标签的隐蔽性 

– HF 4 cm见方的标签不仅尺寸大，且易弯折损坏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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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试用方案的选择： 

– UHF：标签细、隐蔽性好；频率高、波长短 

– 采用“RFID+磁条”的双标签 

– “10年”之后RFID标签失效，藉由磁条和条形

码仍可借还图书 

– 在RFID标签被屏蔽情况下，检测门仍可对磁条

状态做判别 

 “RFID+磁条”双标签方案，当时国内外一些公司

和机构都曾经提出过，但尚无成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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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标签方案 

 标签 

– 原有磁条和条形码依旧，增加RFID标签 

– 条形码作为永久的资产标识 

– 磁条和RFID标签作为流通前台/后台作业的识别
标识  

 自助借还设备 

– 借：对多本书磁条消磁的同时对RFID标签读写 

– 还：对多本书磁条充磁的同时对RFID标签读写 

 图书检测门 

– 同时识别多本图书的磁条状态和RFID标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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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标签方案增加应用的成本和复杂性： 

 成本 

– 磁条+RFID标签 / 磁条+条形码，成本有所增加 

 稳定性 

– 单标签的稳定性比双标签好很多，双标签易冲突 

– 多本书同时消磁和读取标签的冲突，3本？5本？ 

当时选择了远望谷的UHF试用： 

标签隐蔽性好，识别率高；RFID图书管理系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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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环境 

新书阅览室收藏近两年的中外文科技

新书以及使用频率较高的中文科技常

用书，共~3.2万册，全部实行开架借

阅，室内设有168个阅览座位。 

 完整的软硬件设备 

– 标签转换系统 

– 盘点车 

– 借还书机 

– RFID管理系统 

– RFID馆藏架位图 

– 安全门检测系统 

 测试对象 

– UHF标签 

– 磁条和标签同时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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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数据（截止到2012.12.31） 

 注册新书：38,825册 / 1,048层 

 层标结构：1-21排、A-B面、1-4架、1-7层 

 总借量：24,455册次 

    其中RFID借出量：9,674册次（39.6%） 

 总还书量：24,034册次 

    其中RFID / 自助还书量：1,581 / 14,812册次 



14 

重点试用功能 

1、注册系统及盘点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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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读书
倒架 

整排
倒架 

读书
上架 

智能
上架 

层标
注册 

图书
注册 

新
档
上
架 

倒
架
功
能 

图
书
查
找 

2、自助借还书系统功能 

借还 
书 
准确 
率 

充消
磁 

成功
率 

提示 
内容
清晰
程度 

3、图书智能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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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系统及盘点车功能 

目前主要用于RFID新书上架 

图书
上架 

安装电
子标签 

标签
注册 

按层位 
分放图书 

图书
定位 

新书经检查磁条 
修改馆藏状态  

对照书单核对无误 



16 



17 

推车式盘点系统采用工业级一体化平板电脑： 

硬盘容量 160G，内存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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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系统及盘点车功能：新书智能上架 

读取图书标签 — 推荐架位—在注册时直接增加层位信息 

测4批次：900册图书 

准确率：83% 

中外文混淆错架47册 

大开本错架5册 

完全错架102 



19 

图书自助借还系统功能 

  清华图书馆采用芯片和磁条两种防盗系统，借还书

时比普通的RFID多了充消磁的步骤。 

  设备的改进：由1次可借3本书到可借5本书，但5本

书的总厚度不可超过凹槽。   

 当时存在的问题： 

– 不应出借的图书（馆内阅览、预约书）可借 

 界面上的本地化改进： 

– 增加本馆特点的图片，更改按钮说明文字，使提示

更清晰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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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体验 

自助借还体验

（条码&RFID） 

参与人数为

2831人 

获奖人数为

175人 

中奖比例为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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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人数为

229人 

获奖人数为

25人 

中奖比例为

10.9% 

自助借还活动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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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pin码好别扭啊，每次都要按

到最后一位去 

密码长的伤不起呀，还书挺方便的 

要是有个小键盘就好啦 

RFID确实比原来的自助借书

机好用些，开始没看到 

不错，图书馆越来越现代化

了。很有爱哦！ 

比其它的借多本书方便，挺

好的 

RFID又没看到扫条码，差点

把我搞得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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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智能管理系统 

    试用中体会到这部分功能做得很充分，图书馆可

以随时清晰了解本机构的应用情况。 

1、系统各种参数设置（含各书架图书数量统计） 

2、系统图书借还统计（按时间段、按人次） 

3、系统图书注册统计 

4、系统借阅历史查询 

5、系统盘点记录 

6、门禁查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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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架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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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FID的实施使读者借还更方便、快捷 

– 可以对加装RFID标签的馆藏情况有整体了解 

– 如果标签的读取准确性更好，图书盘点会更方便 

– 乱架图书查找，解决找书难的问题 

– 条码不能取消，作为图书的有效标识 

– 多分馆之间，不能完全实现RFID的情况下，条码
和磁条还需要使用，可以实现通借通还 

– 其他馆的馆际互借，条码也是有效标识 

试用的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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