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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Ｇ 与智慧图书馆建设
∗

刘　 炜　 陈　 晨　 张　 磊

摘　 要　 随着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即 ５Ｇ 技术的加速普及，一个万物互联的世界即将到来，它所带来的数据洪流

借助于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很快会造就一个智慧型社会，图书馆也将迈入智慧时代。 当前国内外智慧图书馆已

从理论探讨转向应用开发，正好可以利用 ５Ｇ 技术加快智慧图书馆的进程。 本文介绍 ５Ｇ 技术的三大基本设计场

景，以及它们在图书馆服务、管理和业务三个方面可能提供的智慧应用，进而提出了 ５Ｇ 在图书馆中应用的十大场

景，即无感借阅、导航导览、超清影视、智慧书房、智慧场馆、云课堂、精准推送、机器人服务、智能安防、区域服务，
强调 ５Ｇ 将能给上述应用带来突破性进展。 文章对实现智慧图书馆的系统平台作了展望，认为基于微服务架构

的、开放的 ＦＯＬＩＯ 完全能胜任智慧图书馆的管理需求；最后讨论了 ５Ｇ 技术对图书馆行业带来的风险与挑战。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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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ｄｅ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１ ｆｉｇ． ２ ｔａｂｓ． ８ ｒｅｆ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５Ｇ．　 Ｓｍａｒ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ＬＩＯ．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０　 引言：５Ｇ 元年的图书馆

１９９６ 年早春，一家叫瀛海威的公司在中关

村竖起一块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有

多远”，宣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是年，上海图

书馆建立了全套 ＳＵＮ 公司的互联网服务，并于

国内率先开启了古籍扫描工作。 这基本上就是

当年对数字图书馆的全部理解：文献资源数字

化＋互联网服务。
随着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６ 日工信部向四家运营商

发放了 ５Ｇ 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了 ５Ｇ 商用

时代。 ２０ 多年来，网络通信的带宽从 Ｋｂｐｓ 到

Ｇｂｐｓ 提高了上百万倍，但 ５Ｇ 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如果说过去的移动通信主要是面向个人、解

决点对点的通信问题，那么 ５Ｇ 已发生了飞跃，
它面向的是所有产业，解决的是整个社会的互

联互通、连为一体的问题。 作为一项基础性技

术，５Ｇ 正在使人类社会加速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大数据浪潮正席卷而来，５Ｇ 将刺激人工智能和

机器学习等相关信息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从
而对几乎所有产业门类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到

人们的社会生活、教育文化、消费娱乐等各个方

面，一个智慧化的地球正呼之欲出。
２０ 多年前，谁也没想到图书馆的数字化转

型之路会如此漫长。 为解决信息高速公路有路

没车问题而提出的数字图书馆，面临智慧时代

如何更好地提供知识服务，以及能否实现数字

时代的文化保存、知识交流、社会教育和休闲娱

乐四大职能的“生存与毁灭” 问题。 ５Ｇ 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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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一项最重要的支撑技术，５Ｇ 时代的到来

为图书馆行业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智慧图

书馆的建设，图书馆行业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将
成为图书馆是否有未来的分水岭。

１　 什么是 ５Ｇ？

５Ｇ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指超高

传输率、低延迟、支持大规模高密度高速度设备

连接并具有高可靠性的新一代蜂窝移动通信技

术，也即目前正普及的主流 ４Ｇ 技术之后的下一

代技术。
５Ｇ 技术本身是根据全新的通信需求来设计

的。 不同于前代技术基本上只是为了满足个人

通信（４Ｇ 开始有了数据通信） 的需求，５Ｇ 设计

了三大需求应用场景，即 ｅＭＢＢ（增强型移动宽

带）、ｍＭＴＣ（海量低功耗连接） 和 ｕＲＬＬＣ（低延

时高可靠连接），能够全面满足大带宽、海量设备

接入、低延时、高可靠性的需求。 基站峰值速率

从 ４Ｇ 的 １Ｇｂｐｓ 增加到 ２０Ｇｂｐｓ，用户体验速率比

４Ｇ 时代提高几倍到十几倍，移动性能支持 ５００ 公

里时速的设备大量接入，毫秒级的低延时能够满

足城市自动驾驶控制和工业 ４ ０ 中的协同性要

求，同时提供智慧城市中每平方公里百万级高密

度传感器的在线连接（见表 １）。 可以看出，５Ｇ 早

已不是单纯为手机而存在的移动通信了，甚至可

以说它是为了“消灭手机”而发展起来的移动通

信。 这些特性使其技术应用的复杂度大大提高，
但也刺激了各类新型网络架构和智慧型组网技

术的创新，例如宏基站与微基站组合技术、多天

线传输技术、同时同频全双工技术、Ｄ２Ｄ（设备到

设备直连） 技术、网络切片技术和边缘计算技

术，等等，这些技术使网络、应用与终端的紧密

结合，把整个人类社会与周遭环境连为一体，把
每个人的智慧聚集为全人类的智慧，使人类社

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演化和发展成为可能。

表 １　 ５Ｇ 相比 ４Ｇ 的断代需求指标

指标 ４Ｇ ５Ｇ

基站峰值速率 １Ｇｂｐｓ ２０Ｇｂｐｓ

用户体验速率 １０Ｍｂｐｓ １００Ｍｂｐｓ

频谱效率 １× ３×

流量空间容流量 ０ １Ｍｂ ／ ｓ ／ ｍ １０Ｍｂ ／ ｓ ／ ｍ

移动性能 ３５０ｋｍ ／ ｈ ５００ｋｍ ／ ｈ

网络能效 １× １００×

连接密度 １０ 万终端 １００ 万终端

时延 １０ｍｓ １ｍｓ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研究报告

２　 什么是智慧图书馆？

近两年智慧图书馆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

化为研发实践，很多“下一代图书馆系统平台”
都将“智慧型”作为其研发重点和主要特征。 除

了很早就被业界采用的 ＲＦＩＤ 技术之外，一些系

统还将机器人应用或读者借阅情况的分析作为

智慧应用的重要内容。 然而除了《智慧图书馆

标准规范体系框架初探》一文［１］ 对智慧图书馆

技术有一些宏观探讨外，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

对“智慧图书馆”应用场景的全面概括，也没有

人提出过完整的智慧图书馆需求。 ５Ｇ 时代的到

来有望使这一现象得到很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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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是指能够提供“智慧型”服务的

图书馆，所谓智慧型服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

能够提供大量的“无人”或“自助”服务，就像目

前兴起的无人超市（如 Ａｍａｚｏｎ Ｇｏ 和阿里的无

人超市等）；二是能够通过对用户需求的自动感

知而提供精准的、高质量的服务。 可以说全面

的“智慧性”是信息技术应用发展至今的一个最

主要的特征。 类比于“图灵测试”，当一项服务

采用无人方式能够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甚至

更受读者欢迎时，这项服务就可以称为智慧服

务。 图书情报行业随着科技进步，已经不满足

于仅仅提供文献载体或线索，而是深入到知识

数据层面，提供围绕知识数据获取和交流的一

切服务，包括传统的、基于图书馆楼宇空间场所

的阅览、流通、会议、展览、讲座、阅读推广和文

化科普等交流活动，以及基于内容的收集、搜

索、传播、发现、组织、整合、仓储等服务，甚至深

入到加工、处理和发布等层面，这些也成为一些

学术图书馆的服务内容。 所有这些服务都有极

大的信息化和智慧化提升空间，这已成为当前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开发的主要需求。

３　 ５Ｇ 能为图书馆带来什么？

依靠信息技术降低运行成本，向来是图书

馆这类公益性机构所追求的目标。 图书馆是最

早应用 ＲＦＩＤ 技术的机构，早在 １０ 多年前就有

“自助图书馆”“２４ 小时无人图书馆”或“智慧图

书馆”应用，虽然现在看起来谈不上有多 “ 智

慧”，但弥补了图书馆服务网点的不足，并受到

读者的欢迎，体现了我们对智慧服务长期不懈

的追求。
一个智慧系统通常由感知、传输和计算（决

策）三部分组成，可以说早已有之，５Ｇ 有何不

同？ 最大的不同是，５Ｇ 技术带来的普遍连接从

速率、范围和成本各方面来看都不是过去的技

术能够同日而语的，它能极大地促进万物互联

的发展，特别是能够连接起传感网、物联网和知

识网（见图 １） ，从而对各领域巨量数据的产生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刺激各类智慧应用

的开发和普及。 图书馆既是其中知识网的一部

分，又能够利用到物联网（如应用了 ＲＦＩＤ 技术

的海量图书，以及各类读者穿戴设备或手机所

装备的各种传感器）和智能楼宇（如通过 ＢＩＭ 系

统连接的智能传感控制系统）所获得的数据进

行分析决策，提供感知、定位、识别、导航、推送

等各类个性化智慧服务。 在 ４Ｇ 时代并非没有

这些技术，但碍于传输速率、接入能力、时延过

长和可靠性等方面的缺陷，不可能形成规模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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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万物互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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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认为 ５Ｇ 是智慧图书馆最重要的

基础性技术，随着 ５Ｇ 商用的普及，过去不可能

或很难实现的智慧应用场景，在不久将成为可

能，并且能够非常顺畅地实现。 我们会发现唯

一受到限制的，是我们的想象力。 以下是 ５Ｇ 最

常用应用场景对于图书馆的实现设想［２－４］ 。
（１）超高速多媒体应用：利用 ５Ｇ 的增强型

移动宽带（ｅＭＢＢ）技术，能够让图书馆向读者提

供更好的免费上网体验，支持大规模人群和多

设备同时在线，开展超清影视服务、直播等服

务，适用于各类会议讲座展览等文化活动。
（２）智能楼宇空间服务：利用 ５Ｇ 的海量低

功耗连接（ｍＭＴＣ）技术，图书馆建筑中的所有设

备设施（包括建筑运行本身）全部终身在线，接
受 ＢＩＭ 系统和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的智能调度

控制，包括空调、灯光、电梯、监控等各类子系

统，可以提供安全预警、人流管理、人脸识别、空
间预约、室内导航、绿色节能、消防安保、灾害防

护等服务。
（３）低延时高可靠应用：主要采用了 ５Ｇ 的

低延时高可靠连接（ ｕＲＬＬＣ）技术。 这项技术通

常用于工业 ４ ０ 和无人驾驶 ／ 无人机控制，图书

馆可用于与增强现实场景有关的教育培训、主
题会展、少儿服务等场景（需要大规模使用头盔

或智能眼镜），以及定位 ／ 导航、智能查找 ／ 推送、
创客服务、虚拟知识空间服务等，还能帮助实现

自动盘点机器人更好协同并提高效率。 当各类

智能设备设施都能够自动互联并彼此交互时，
当所有移动设备都具备标准的 ＡＲ ／ ＶＲ 界面功

能时，图书馆可以开展的创新是无穷的。

４　 ５Ｇ 在智慧图书馆中的十大应用场景

５Ｇ 是跨时代的技术，凭借极致的体验和更

大的容量，它将开启物联网时代，和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一道迎来信息通信技术的飞

跃，而作为主要面向信息、数据、知识进行储存、
组织、传播的图书馆， ５Ｇ 这一新的技术和标准

都将为图书馆的信息组织、信息传播带来影

响［５］ ，基于前文提到的设想，下文进一步结合图

书馆的业务需求，细化出了十个应用场景［６，７］ 。

４．１　 无感借阅

用户可以通过 ５Ｇ 的高速网络在入馆时即

时可靠地通过包含人脸识别技术在内的多重身

份验证方式完成认证，同时接入网络，与图书馆

中的智能书架系统、智能座位系统、门禁闸机系

统及各种行为探测器进行连接，从而使读者可

以毫无障碍地在主要阅览室取书，阅览并完成

借还操作，系统在后台自动办理相关验证和流

通手续，用户通过终端则能自动收到确认或帮

助信息。

４．２　 导览导航

用户进入图书馆后可利用终端 Ａｐｐ 或图书

馆提供的设备进行导览导航，通过 ５Ｇ 超高移动

带宽，结合 Ｗｉｆｉ 及 ｉＢｅａｃｏｎ 室内精准定位技术

（无需接入 Ｗｉｆｉ 网络），可以享受到导览系统中

定制的相关 ＡＲ 服务，包括通过视频、语音乃至

由虚拟形象提供图书馆导览服务，在馆内对应的

区域收到相应的服务介绍、资源和活动推介，也
可进行功能区域和座位的导航以及参考咨询。

４．３　 超清全景互动直播

超高清视频被业界认为将是 ５Ｇ 网络最早

实现的核心场景之一，在智慧图书馆应用中也

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５Ｇ 网络良好的承载能力

能够很好地解决 ８ｋ 超高清视频以及 ＶＲ 视频的

传输问题，图书馆可以将举办的各种活动、会议

通过多点定位各类摄像头进行全景互动直播，
也可以把馆内的主题空间通过全景拍摄实现远

程现场实时展示，让读者通过 ＶＲ 装置体验沉浸

式观看，并进行虚拟互动。

４．４　 智慧书房

主题空间作为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可以

提供针对用户个人或小组的预约和个性化空间

服务，按研究或交流需求配置相应主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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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设备，并提供个性化环境的管家服务。
通过 ５Ｇ 和物联网技术可实现空间中的相关设

备和用户终端的网络组网，为用户资源索取、交
互以及环境控制提供便捷的服务，为用户提供

智能的“市民大书房”。

４．５　 智慧场馆

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感测、分析、整合图书

馆运行的各个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能够

对包括图书馆业务、图书馆服务、场馆活动以及

公共安全、环保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
５Ｇ 的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等特性，能够将智

能楼宇与图书馆各业务系统以及用户的智能终

端互联互通，实现空间的智慧管理和智能设备

的自动连接，为到馆的读者和用户创造更好的

体验环境。

４．６　 云课堂

图书馆能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同时举办

讲座、会议、培训等活动，活动以 ＶＲ 方式进行直

播互动，相关资料课件以 ＡＲ 方式呈现，授课过

程自动转录换成 Ｍｏｏｃ 并留存或授权发布，也能

借鉴华为云与网易有道发布的智慧教育系统引

入 ＡＩ 教室［８］ 。 高质量 ＶＲ ／ ＡＲ 业务对带宽、时
延的要求逐渐提升，５Ｇ 超宽带高速传输能力可

以解决 ＶＲ ／ ＡＲ 渲染能力不足、互动体验不强和

终端移动性差等痛点问题，提升用户的服务

体验。

４．７　 精准推送

智慧图书馆的精准推送服务会通过大数据

分析读者阅读和活动行为，进行内容和服务的

推送，同时也在进行阅读服务的创新，如听书和

多媒体阅读，支持游戏化场景的阅读推广。 随

着技术的不断升级，更多元化的阅读体验可能

会带来更高的用户终端性能要求，但是依靠 ５Ｇ
技术的高速传输能力，可以将系统放在云端服

务器运行，然后将运行后的画面、音频和用户操

作流压缩通过网络传递给用户，从而大大降低

用户的设备门槛和成本。

４．８　 机器人服务

随着 ＡＩ 技术的发展，各类虚拟或实体智能

机器人将会更多地出现在智慧图书馆的服务

中， ５Ｇ 技术中的高频和多天线技术可以支持图

书馆内的精准定位和高宽带通信，毫秒级低时

延技术将实现机器人之间和机器人与其他智能

系统之间前所未有的互动和协调，在精确高效

的控制下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图书馆的机器人

服务包括了自动参考咨询和盘点机器人，后者

提供智能仓储、物流、盘点功能，具有信息自动

采集和预测功能，并将相关数据同步至中央库，
５Ｇ 的高速和稳定可满足盘点机器人的灵活移动

性和差异化业务处理的高要求，提高整个盘点

工作周期的服务质量。

４．９　 智能安防监控

智能安防包含多摄像头联网、应急自动响

应、人流监测、风险预警、网络报警、联动控制等

功能，是智慧图书馆智能楼宇功能的重要环节，
而视频监控则是智能安防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

分，５Ｇ 技术的高速传输速率和毫秒级低时延将

有效提升现有监控视频的传输速度和反馈处理

速递，将使智能安防实现远程实时控制和提前

预警，做出更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让安防监控

范围进一步扩大，获取到更多维的监控数据。
另外在 ５Ｇ 技术和环境的支持下，智能巡检机器

人也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智能安防的体系中，
承担馆区巡检的工作。

４．１０　 区域联盟服务协同

图书馆区域联盟服务协同会涉及远程资源

定位、资源联合采购、远程活动同步、互动直播、
自助馆际互借、ＰＤＡ、用户驱动出版、按需采订、
联合保存等多方面的业务工作，５Ｇ 独立网络切

片技术可以支持图书馆实现多用户和多业务的

隔离和保护，大连接的特性满足多家图书馆对

信息采集以及大规模设备间通信的需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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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远程问题定位以及跨地域、跨场馆的远程

遥控和设备维护。
５Ｇ 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的应用场景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５Ｇ 在图书馆的十大应用场景

场景 说明 应用技术 场景分类

１ 无感借阅

无感认证，自动接入，简化用

户操作，类 Ａｍａｚｏｎ ＧＯ 无人商

店式体验

人脸识别、ｉＢｅａｃｏｎ、用户画像、
精准推荐，ｍＭＴＣ，ｕＲＬＬＣ

服务类—基本服务

服务类—自助借阅

２ 导览导航

精准室内定位系统配合搭载

增强现 实 技 术 的 馆 内 导 览

系统

ｉＢｅａｃｏｎ、Ｗｉｆｉ 定位、人脸识别、
室内导航、ＡＲ

服务类—自动导览

服务类—自动参考

咨询

３
超清全景互

动直播

全景直播、远程现场展示、５Ｇ
＋８ｋ、５Ｇ ＋ ＶＲ 多种应用组合，
适应各种场景

ｅＭＭＢ，超清视频，３６０ 度 ＡＲ、
ＶＲ

服务类—会展服务

管理类—视频监控

４ 智慧书房
个性化空间服务和资源配置，
真正智能的“市民大书房”

用户画像，个性化服务，ｍＭＴＣ 服务类—专业服务

５ 智慧场馆

智能楼宇、业务系统和用户终

端互联互通，实现空间的智慧

管理和用户的互动参与

ｍＭＴＣ，物联网，ＢＩＭ，传感网，
自动建模控制

服务类—空间服务

管理类—空间管理

６ 云课堂

讲座、会议、培训等多种活动

在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高

阶 ＡＲ、ＶＲ 应用

ＡＲ、ＶＲ，ｍＭＭＢ，ｕＲＬＬＣ 服务类—培训服务

７ 精准推送

精准内容与服务推送的同时，
创新阅读服务，推广多元化的

阅读体验

用户画像，资源画像，云计算 服务类—阅读推广

８ 机器人服务

虚拟或实体机器人服务，实现

智能咨询，导航，仓储，物流，
盘点

ｕＲＬＬＣ，ＡＩ，ＮＬＰ，机器学习，机
器人协同，自动问答

业务类—机器人

业务类—书库管理

９ 智能安防监控

多摄像头联网， 应急自动响

应，人流监测，风险预警，网络

报警，联动控制

ＢＩＭ，物联网，人脸识别，传感

网络
管理类—监控报警

１０
区域联盟服

务协同

提供图书馆联盟合作平台，跨
地域的多种业务协作

大数据分析，分布式服务，网

络切片、边缘计算
业务类—区域联盟

５　 支持 ５Ｇ 的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

５Ｇ 技术与图书馆管理系统并无直接联系，
但图书馆服务平台如果不考虑 ５Ｇ 的应用特点，
就无法发挥其带来的巨大好处，业界普遍认为，
提供智慧型服务是当前第三代图书馆最显著的

特征，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一定需要支持各

类智慧应用，而 ５Ｇ 是最重要的“智慧” 技术之

一，因此必须在图书馆服务平台中集成 ５Ｇ 的应

用能力。
目前正在研发中的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ＦＯＬＩＯ，是能够全面支撑智慧图书馆服务的理想

平台。 从 ５Ｇ 的角度看，由于采用了比虚拟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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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容器技术，使计算能力的提供更加轻量

化、敏捷化，可以实现按需调用和灵活编排，每
个功能都可以对外提供服务化接口。 与 ４Ｇ 相

比，它把 ４Ｇ 基于点对点紧密耦合的网络架构，
转变为全新的基于服务注册、服务发现、服务化

接口的服务化松耦合架构，可以说是天然支持

互联网微服务应用的网络架构。
而 ＦＯＬＩＯ 正是新一代支持微服务架构的图

书馆服务平台。 它的开放性、灵活性、可扩展性

和面向未来的架构，使其成为 ５Ｇ 应用的理想平

台，它的好处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支持边缘

计算（雾计算）、高效的分布式处理和大规模业

务协同等方面。 而且由于 ＦＯＬＩＯ 是社区驱动的

开源项目，比其他基于微服务架构的图书馆平

台更具有开放性和可互操作性。
应用了 ５Ｇ 的 ＦＯＬＩＯ 平台将能够直接调用

网络能力甚至网络切片，支撑其单独的 Ａｐｐ 甚

至模块级应用，互不干扰，不仅有利于应用堆

叠，而且便于形成新的计费和商务模式。 上述

各类智慧场景由于需求模式不同，其占用的计

算资源（如计算能力和网络带宽等） 也各不相

同，比如高清互动直播瞬间可能要请求极高的

带宽，而一些可视化算法又需要超高速的计算

能力，这些需求对于传统的图书馆系统而言是

无法实现的。 ５Ｇ 技术的综合能力有效地保障了

ＦＯＬＩＯ 平台具有的开放性和几乎无限的扩展

性，也支持了 ＦＯＬＩＯ 作为一个开放社区百花齐

放的商务模式和创新潜能。

６　 ５Ｇ 带来的挑战

５Ｇ 作为未来智慧型社会的一项基础性颠覆

性技术，对图书馆这类非常专门的狭窄领域而

言，用好了能够促成向数字化和智慧化的成功

转型，用不好也有可能把整个行业带入歧途，其
挑战也是巨大的。

挑战一：多媒体资源建设与服务。
图书馆历来以文献资源为其收藏和服务的

主体，数字化之后主要是文本信息，这也是它与

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等同类机构的主要区

别。 ５Ｇ 时代人们习惯于直接使用视音频进行通

信交流，甚至扩展到 ３Ｄ 以及 ３６０ 度高清视频，
当带宽十分充裕且成本低廉时，多媒体数据传

播一定会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人们学习和交

流知识可能更多地借助于多媒体方式，而这正

是图书馆的弱项。 如何更多地获取、存储、组织

和传播多媒体内容，对图书馆的而言面临严峻

的挑战，可以说目前图书馆从内容建设、业务流

程、系统支持、服务方式等各方面都是不适应

的，但图书馆只能考虑引入多媒体馆藏并重组

业务流程。
挑战二：作为知识中介的商务模式。
图书馆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所有人

具有获得知识的公平权利，而处于出版商与读

者之间的中介角色。 ５Ｇ 带来的人与人交往的直

接性和高通透性，以及对所有行业的赋能使其

能够方便地跳过中介，给图书馆带来极大的挑

战。 当读者手机的带宽远远大于图书馆网络的

带宽，当出版商的服务系统中已经包含了所有

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偏好信息，图书馆还能做中

介吗？ 当然图书馆距离读者最“近”，最了解读

者需求，可以利用掌握的读者数据延伸自己的

服务链，同样采取精准定位个性化服务的方式

抢夺一部分阅读市场。
挑战三：提供现代化管理的服务平台。
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早已不敷使

用，新的“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并未考虑智

慧图书馆的服务需求，而开发 ５Ｇ 时代的图书馆

管理平台又存在很大风险，技术风险暂且不论，
商务风险更是难料，图书馆狭小的软件市场规

模能养活几家开发商和服务商？ 如果大家专注

于前述基于社区建设模式的 ＦＯＬＩＯ 系统似乎还

有可能，但管理上缺乏强有力的协调和领导，将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除了上述问题，５Ｇ 的应用还存在不少争议，
例如毫米波辐射给人带来健康隐患，技术的复

杂度和成熟度问题，图书馆应用的安全性问题，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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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结语

正在到来的 ５Ｇ 时代是一个以无所不在的

智慧服务为特征的时代，５Ｇ 时代的到来给智慧

图书馆发展带来了绝好的契机，中国在 ５Ｇ 通信

方面越来越明显的领先地位，也使国内的图书

馆智慧应用得先行之利，各方面能够领先一步。
目前虽然国内外都还没有能够支撑智慧图书馆

全面业务的系统平台，但从 ＦＯＬＩＯ 采用的技术

架构和特点上看已具有提供智慧图书馆解决方

案的能力，通过加速中文版 ＦＯＬＩＯ 的研发和应

用，我们能充分利用 ５Ｇ 技术，尽早全面实现智

慧图书馆，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智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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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５Ｇ 时代十大应用场景白皮书［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ｕａｗｅｉ．ｃｏｍ ／ ｃ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ｏｕｔ⁃

ｌｏｏｋ ／ ｍｏｂｉｌｅ⁃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５ｇ⁃ｕｎｌｏｃｋｓ⁃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ｐ ｔｅ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５Ｇ ｅｒａ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９－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ｈｕａｗｅｉ．ｃｏｍ ／ ｃ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ｏｕｔｌｏｏｋ ／ ｍｏｂｉｌ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５ｇ－ｕｎｌｏｃｋｓ⁃ａ⁃ｗｏｒｌｄ⁃ｏｆ⁃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 ８ ］ 苏沐晖． ５Ｇ 引爆“ＡＩ＋教育”下半场［Ｊ］ ．新产经，２０１９（０７）：６７－６９． （ Ｓｕ Ｍｕｈｕｉ． ５Ｇ ｄｅｔｏｎ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Ａ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 ．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９（０７）：６７－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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