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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the campus library, as the core carrier of innovation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optimization of its spatial layou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brary service qualit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ple university libraries, combined with the concept of smart libraries, and used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spatial optimization theory to optimize the layout of academic space, reading space, personal training space, and open learning space 
in libraries. Through data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the optimized spatial layout can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the library and 
enhance users’ learning and reading experience in the library. In addition, the intelligent structure of the library is also considered, 
and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used to manage and optimize the library spatial layout intelligentl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empir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campus library,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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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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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育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校园图书馆作为创新与信息服务的核心载体，其空间布局的优化对于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具有
直接影响。本研究通过对多所高校图书馆进行现状调研，结合智慧图书馆的理念，采用统计学方法和空间优化理论，对图
书馆的学术空间、阅览空间、个人研修空间以及开放学习空间进行布局优化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优化后的空间布局
能够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并提升用户在图书馆中的学习、阅读体验。此外，同时考虑了图书馆的智能化构造，利用最新
的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空间布局进行聪明的管理和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校园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参考，
有助于推动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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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校园图书馆是现代高校中区别于其他教学空间的一个

特殊载体，它是围绕阅读、自主学习和信息资源整合构建的

空间群体，无论对学习还是研究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

又由于学科的高度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日益复杂化，使得图书

馆的空间布局需求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仅靠传统的空间布局

已经不能满足高效、舒适、可持续的使用需求。因此，探讨

图书馆空间布局的优化，以贴合现代学习和阅读方式，提高

图书馆的使用率及使用体验，是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议

题。我将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的研究，用统计学方法和空

间优化理论对智慧图书馆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研究，并创新

应用信息技术来对布局进行智能化管理和优化，以期对智慧

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智慧图书馆的理念及其重要性

2.1 智慧图书馆的定义和特性
智慧图书馆是指通过结合信息技术和智能化设备，实

现对传统图书馆功能的创新和提升，使其具备数字化、网络

化、自主化等特征 [1]。智慧图书馆的定义在于其将信息技术、

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等融合到图书馆管理和服务中，旨

在构建一个高效、便捷、智能化的图书馆服务平台。智慧图

书馆的特性包括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处理、用户服务

的个性化和智能化、管理和运营的自动化和高效化。信息资

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使得文献资料的获取更加方便，不受时

空限制。用户服务的个性化和智能化通过分析用户需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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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精准的推荐和自助服务。管理和运营的自动化和高效化则

通过智能设备和系统实现图书馆内部资源和服务的优化配

置，提高运营效率。

2.2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智慧图书馆的重要性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智慧图书馆的重要性体现为多个

方面。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提升了获取知识的便捷性，也对图

书馆的服务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智慧图书馆以现代信息技

术为依托，能够实现资源的数字化和共享，从而满足用户多

样化需求。在智慧图书馆中，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更精准地推荐图书与资源，提升用户体验。智能化

设施的引入，有助于实施高效管理，提高图书馆的整体运营

效率。智慧图书馆已成为高效学习和科研的重要支撑。

2.3 智慧图书馆对提高服务质量的作用
智慧图书馆通过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智能化系统，

能够显著提升图书馆服务质量。一方面，智能推荐系统和

数据分析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书籍、资源推

荐，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智能化设施与自助服务系

统的广泛应用，如自助借还书系统、智能阅览座位预约等，

简化了用户的操作环节，节省了用户时间。智慧图书馆还能

够通过实时数据监测和反馈机制，及时了解用户需求与使用

情况，迅速调整服务策略，进一步提高服务的精准度与响应

速度。

3 现状调研与问题研究

3.1 多所校园图书馆现状调研
在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中，通过对多所高校

图书馆进行现状调研取得了重要数据。本次调研涵盖了不同

区域和不同规模的校园图书馆，系统记录了各图书馆的学术

空间、阅览空间、个人研修空间以及开放学习空间的现状布

局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馆内测量、用户满意度调查、图书

馆使用记录等多方面，全面分析了当前图书馆布局存在的问

题和使用效率。

调研发现，许多图书馆的学术空间和个人研修空间配

置较为有限，甚至存在排布不合理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和

用户满意度不高。部分图书馆的阅览空间和开放学习空间设

置相对单一，未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智能化管理 [2]。调

研数据还揭示出，不同类型的空间布局对图书馆的使用率和

用户体验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为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依据。该调研为后续空间优化及管理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3.2 图书馆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当前校园图书馆的空间布局存在多个问题，其中常见

的包括学术空间与阅览空间的界限模糊，个人研修空间不

足，开放学习空间利用率低。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学生和教

职工的使用体验，无法充分满足多样化需求，降低了整体利

用率和服务质量。由于空间布局缺乏灵活性，无法有效适应

智能化设备的引入与管理，进一步限制了智慧图书馆功能的

发挥。这样的布局还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用户群体的分布

不均。

3.3 图书馆使用率的研究
通过对图书馆用户行为的调查和数据收集，对其使用

率进行分析。数据表明，在传统图书馆模式下，不同类型空

间的使用率存在显著差异。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访问频

率、空间利用时长等关键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阅览空间

和学术空间的使用频率较高，而个人研修空间和开放学习空

间的使用率相对较低。分析结果显示，优化空间布局能有效

整合资源，提高图书馆总体使用率，改善用户体验。

4 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研究

4.1 统计学方法与空间优化理论的应用
在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的优化研究中，统计学方法与

空间优化理论的结合发挥了关键作用。统计学方法通过数

据采集与分析，揭示了不同校园图书馆空间利用率的差异，

提供了量化依据。应用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工具，对

图书馆内各类功能空间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评估。

空间优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引导了图书馆空间布局的科学调

整。多因素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AHP）被用于识别和评估

各类空间的关键参数。结合实地测量数据，模拟出最佳的空

间配置方案。通过关注空间的流动性、功能分区和用户行为

模式，实现了图书馆的空间功能再分配，提高了各类空间的

利用率和使用效率。这样的系统性方法确保图书馆空间布局

的优化不仅贴合实际需求，还具备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4.2 对学术空间阅览空间个人研修空间及开放学习

空间的布局优化方案
针对学术空间，增加灵活可调整的区域，用于小组讨

论和学术交流，配置先进的多媒体设备。阅览空间通过科学

的动线设计和舒适的座椅布置，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设置

安静区域和交流区，以满足不同需求。个人研修空间更注重

隐私与安静，通过隔断和布局设计，提供高质量的学习环境。

开放学习空间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各种学习形式，并借助

信息技术，实现自助管理与实时监测，确保环境的动态优化

和资源的高效利用 [3]。

4.3 优化后空间布局的效果评估
优化后空间布局的效果评估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

进行，多项指标显示优化后的图书馆空间布局显著提升了使

用率。学术空间的合理划分增加了师生间的互动频率，阅览

空间的优化改善了阅读环境，使得用户满意度大幅提高。个

人研修空间和开放学习空间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氛围。更为重要的是，智慧化管理显

著减少了空间浪费，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总体来看，优化

后的空间布局不仅提升了图书馆的服务质量，也增强了用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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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图书馆空间布局的实践
方法

5.1 图书馆智能化构造的原理和方法
图书馆智能化构造的原理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通过构建智能感知、智能分析和

智能决策的系统，实现空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管理。智能感

知利用传感器网络和 RFID 技术，实时监控并记录图书馆内

各类资源的使用情况。智能分析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以识别用户需求和行为模式。智能决

策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结合分析结果，优化空间布局方案，

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智能化构造方法包括自动化的环境控

制系统、智能导航和定位系统以及信息互动系统等。自动化

的环境控制系统根据用户数量和活动情况调节图书馆内部

的照明、温度和通风等。智能导航和定位系统通过电子地图

和导航终端，引导用户快速找到所需资源和到达目的地。信

息互动系统通过智能终端、移动应用和自助服务设备，实现

用户与图书馆之间的信息互动与资源共享。

5.2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中的应用
信息技术在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具体应用包括智能图书借还系统、空间预约管理系统和环境

监测系统。智能图书借还系统通过 RFID 技术自动检测图书

位置和状态，减轻人工管理负担。空间预约管理系统利用数

据分析，合理分配和调整不同空间的使用，满足用户多样化

需求。环境监测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温度、湿度和光照，

优化环境条件，提高学习效率。信息技术还可以实时收集用

户反馈，持续改进空间布局。

6 研究结论与期待

6.1 研究成果总结
通过对多所高校图书馆进行现状调研，结合智慧图书

馆的理念，采用了统计学方法和空间优化理论，对图书馆的

学术空间、阅览空间、个人研修空间及开放学习空间进行了

全面的布局优化。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优化后的图书馆空间

布局显著提高了使用率，用户在图书馆的学习和阅读体验也

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研究过程中，通过科学的统计分析和空间优化模型，

对各类图书馆空间的分配和使用进行了详细规划，确保每一

功能区都能高效利用，并且互相协调。研究成果表明，在智

慧图书馆的构建中，合理的空间布局能够有效改善图书馆的

整体环境，为师生提供更舒适和便捷的学习、研究场所。

6.2 对智慧图书馆发展的建议与期待
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核心建议包括：加强信息技术的融

入，推动智能化设备和系统的应用，以实现图书馆管理和服

务的自动化和精准化；设计更加灵活和多功能的空间布局，

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推进数字资源与实体资源的有效整

合，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强用户互动和参与感，通过智慧系

统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反馈机制；重视数据分析和管理，优化

资源配置和用户体验。期待通过持续创新和优化，智慧图书

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师生，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

7 结语

本研究以实证研究的形式，对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优

化开展深入研究，涵盖了图书馆的学术空间、阅览空间、个

人研修空间以及开放学习空间布局优化等方面，提出了一

套基于统计学方法和空间优化理论的研究框架。研究成果显

示，空间布局优化能明显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同时提升用

户在图书馆中的学习、阅读体验。然而，对于空间布局优化

方案的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际操作验证与持续优化。

此外，本研究还考虑到了图书馆的智能化构造，利用最新的

信息技术优化图书馆空间布局，实现智能的管理和优化。尽

管在实施过程中仍可能面临许多挑战，例如技术设备的更新

换代、用户需求的变化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其潜在的

巨大价值和实用性。未来，更深层次、更广泛领域的智慧图

书馆研究与实践，尤其是空间布局优化方面的应用研究，有

待进一步深化。我们坚信，随着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和智慧

图书馆理念的深入人心，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优化的研究和

实践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校园图书馆，推动

智慧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步入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苗凤丽.新时期智慧图书馆空间布局建设研究[J].大学图书情报

学刊,2022,40(4):45-48.

[2] 刘美杉.为高校图书馆空间布局注入灵魂[J].文化产业,2023(27): 

88-90.

[3] 温爱莲,周莹.高校图书馆智慧空间布局的建设理念初探——以

武汉学院陈一丹伉俪图书馆空间布局为例[J].高校图书情报论

坛,2020,19(2):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