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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图书馆 
 

    地跨厦门本岛、翔
安、漳州三地，设有1
个总馆和5个分馆，现
拥有馆舍面积共约6.8
万平方米。此外，翔安
校区图书馆馆舍面积约
7.2万平方米，预计于
2013年7月建成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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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安校区图书馆 



实施RFID的目的： 

 

● 以新技术推动传统服务，提升服务品 

    质，提高读者满意度； 

● 实现纸质文献读者自助服务，促进服 

    务转型； 

● 为翔安校区图书馆建设做准备； 

 



 

●  实施准备                                                                                                                                                                                                                                                                                                                                                                                                                                                                                                                                                                                                                                                                                                                                                                                                                                                                                            
●  实施过程与注意事项 
●  总体应用评价 
●  经验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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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确定 
   经论证，我馆选用了超高频“无线射频

识别系统”。 

 ●地点的选择 
  东部分馆：选择在馆藏量较少（约5万

册） ,又比较独立的东部分馆开展小
规模试验性应用。  

  翔安校区临时图书馆（8万 册） 
 

实施准备 



 
部门协调 
 
成立RFID小组：技术、典藏、流通、办公室 
→    图书剔旧下架 
→    架位的规划与调整 
→    设备测试： 
  ······   系统软件、自助借还书机、标签、馆

员工作站  
  ······    如何兼顾传统工作 
→    人员培训 
→        宣传 

实施准备 



1、分步实施方案 
●东部分馆 
◎  实施时间：寒假期间。 
◎  流通政策：提前一个月停止预约图书，实施开始时停止借书，

可以还书。 
◎  图书加工：每天每人500册工作量（包括上、下架） 
◎ 数据转换：每天每人1200册（包括上、下架） 
◎ 设备安装与调试 
········ 自助借还书机、安全门、出纳台位置 
           如何即保护馆员，又不互相干扰 
     
→    新学期正式开放 
 

项目实施与注意事项 



1、分步实施方案 
●东部分馆 

项目实施与注意事项 



分步实施： 

东部分馆 
翔安临时 

分馆 

实施时间：暑假期间 
 
实施文档：包括实施步骤、实

施时间、图书加工的注意事
项、设备调试安排、操作文
档、宣传与辅导 

参与人员：本馆工作人员                   
 

馆藏量较小的东部分馆开展试验
性应用，以积累应用经验，
此项试验在上半年完成。 下
半年，我们将此项目推广到
翔安校区，在临时图书馆全
面使用RFID自助服务，并在
校区综合楼设置“园区自助
书亭”，开展自助借书服务
。 

● 翔安分馆 



 

2、实施的注意事项 
 
● 实施文档 
项目实施文档，形成行之有效的问题追踪反馈机制。 
 

●   图书加工 
☆ 电子标签张贴位置，尽量与磁针错开，避免干扰； 
☆ 较薄图书下架或去除磁针；  
☆ 已贴完标签的图书要做好标记，不能重复贴标签。（最

好能每4-5人一组，下架→贴标签→转换数据→作标记→上
架），既不会出现乱架，也不会出现重复贴标签的现象。 

 
 
 
 



 
●  数据转换 
 

☆清除边上的已贴标签的图书，

避免干扰； 

☆离线转换较快，但出错率较高； 

☆金属封面的图书无法读取； 

☆转换时出错的图书要专人负责

处理； 

注意：加工人员定量管理，做好统计及验收
工作。 



●    流通问题 
◇  RFID与磁针并存的图书馆，实行通借通还的学校，可在图书上做明

显的标志，以示区分。存在问题：未消磁，到别的馆会引起报警。 
◇ 被其他读者预约的图书在自助机上归还时会提示“该书已被预约，请

至服务台处理”；超期图书归还时会提示“该书已超期，请至服务台
交纳滞还金”（今后能实现自助缴款）。 

◇    仅供室内阅览的图书和期刊，可加标签（无须转换），以起防盗
作用。 





● 设备问题 
 
◇ 自助设备要有明显的提示，简洁明了，读者操作未成功时要给

出具体明确的提示，关键操作步骤可增加语音提示或Flash动画
提示。 

◇ 安全门位置的选择 
既要考虑工作人员的健康，也要避免干扰 
 
注意 ：根据各馆的需求，量身订制，测试中不断提出修改意见，

供应商要有及时的反馈机制。 
 

● 宣传、辅导 
做好宣传工作，使读者尽快了解自助借还的使用方法。图书馆进行

自助借还的读者推广、教育培训，使自助借还成为习惯。 
 



翔 

安 

临 

时 

分 

馆 

总体应用评价 
 



    阿法迪智能图书馆系统 

●  馆员工作站 
● 自助借还书机 
● 24H自助借还系统 
● 安全监测系统 
●  馆藏盘点系统 



    馆员工作站 



    自助借还书机 



    自助借还书机  



    自助借还书机操作不成功的常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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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自助借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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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图书馆服
务向校园、
宿舍楼、教
学楼等区域
的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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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1、有条件的图书馆要尽量选择一个规模较小或者比较

独立的馆藏点进行试用，在试用过程中来发现问题总
结经验，并根据本馆的需要进行改进。 

 
2、要有非常及时和迅速的跟踪和反馈机制，在使用过

程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与供应方进行沟通，提出
需求和期望，密切配合，从而不断改善和提高。 

 

      
     

经验与思考 



 
3、对馆员和读者要做好宣传与解释工作。有的读

者认为自助借还是图书馆员为了减轻自己的工
作量，所以偶尔会有抵触情绪，要作出合理耐
心的解释。 

4、电子标签张贴位置。尽量错开与磁针的距离，
减少干扰（贴在书的后面倒数30页内或者前面
30面页内靠最上部或最下面的地方）。标签转
换时功率调到最低，无法转换的图书要去掉磁
针。 

5、最佳实施时间：暑假。 

 
经验 



 
1、 规范数据模型标准。 
 
2、 拓展应用问题：典藏定位、盘点、 
    24小时还书箱、分检系统、智能书架等。 
 
3、使用率较低的图书是否需要采用RFID管理？ 
 

思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厦门大学图书馆 

      戴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