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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国内图书馆中地理信息的缺失，介绍条形码／二维码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利用Ａｎｄｒｏｉｄ等技术，设计
并实现以图书导航服务为中心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重点介绍该系统的用户需求、设计思路与功能实现。通

过对应用效果的评估，认为该系统可以极大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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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条形码技术在图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每一本书都带有一个条形码。由于受到条形码识别设备的限制，
条形码的应用还仅仅停留在图书馆管理中，而面向读者的应用非常少。随着硬件设备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装有

Ａｎｄｒｏｉｄ、ＩＯＳ系统的手机的大量普及，个人用户的手机也可以方便地识别条形码的内容。但是，相比于一维条形
码，二维码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同样可以方便地被手机解码识别，这为图书馆实现更加优质的服务提供了可能。

　　本文基于条形码／二维码技术，在Ａｎｄｒｏｉｄ系统中，对图书馆个性化服务进行了一些探索，拓展了移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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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内容，延伸了移动环境下的图书目录查询服务，

实现了图书等资料的增值服务，整体上提升了图书馆

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２　研究现状

　　张晓玲等［１］认为条形码将会在图书情报的管理及

图书馆的现代化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条形码

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的较早论述。唐晓国［２］提到，以

应用条形码技术，孝感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实现了图

书馆人员考勤与流通服务的条码化管理，充分体现了

条形码技术快速、准确、方便的特点。随着技术的发展

与需求的提高，二维码技术开始出现，形成了二维码与

条形码共存的一个状态。张燕蕾［３］提到，把存储图书

编目等信息的二维码粘贴在图书、期刊上，实现数据的

脱机使用，保证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中的不间断服务，这

是二维码技术在图书馆中应用的较早论述。周?［４］使

用二维码实现了图书信息的自动录入、借阅者的身份

识别，以及从一维条码到二维码的图书借阅管理的无

缝过渡。梁永鸿等［５］通过提取 ＯＰＡＣ中图书的部分书
目信息并转换成ＱＲ二维码图片，给出了将ＱＲ二维码
应用到 ＯＰＡＣ中的具体实现步骤。综上所述，国内的
研究以探索性为主，偏向于图书借阅、员工考勤等图书

馆中的常规服务，研究上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在应用领

域上也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与国内相比，国外的研究与应用相对成熟一些，
Ｐａｖｌｉｄｉｓ［６］指出，在美国，二维码已经在 ＵＰＳ、驾照、身份
认证等方面开展了应用，并对二维码与 ＯＣＲ之间的协
作运用做了论述。韩国的研究者对光线不好、条码破

损、失焦等情况下ＰＤＦ４１７条码（二维码的一种）的解码
做了深入的研究［７］。圣何塞州立大学的研究者提出了

二维码在无线领域的应用研究，包括为移动用户提供信

息跟踪、无线广告与支付等，极大地改善了用户体验［８］，

其实，这已经属于物联网的应用研究范畴。Ｊｅｙａｖｅｒａｓ
ｉｎｇａｍ等［９］提出利用二维码技术把个人家庭中的书籍、

ＣＤ等资料管理起来，建立一个方便、快捷的家庭图书馆
的管理系统。东京大学图书馆通过二维码可以实现图

书的催还、预约、续借以及临时闭馆、服务调整等实时信

息的交流；在韩国，用户通过二维码可以查阅图书借阅、

阅览室位置、座位剩余等信息；２００４年，美国纽约公共图
书馆的读者通过二维码登录图书馆网站后，即可下载、

阅读电子书和预约借阅音像制品，图书馆还会根据读者

的借阅历史提供新书推荐服务［１０］。由此可见，二维码

在国外的研究更为深入、应用更加广泛，而国内条形码

与二维码共存的现状还可能要维持一段时间。

３　功能需求和系统设计

３．１　功能需求
　　在图书馆中，读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扰，即查询
到图书的信息后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来找到它，不仅如

此，在一个诺大的图书馆中，读者也会遇到迷路的困惑，

导致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图书馆中地理信息服务的

缺失，而基于条形码／二维码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
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本系统通过对条形码数据的解析

实现图书识别，之后用户就可以对图书进行操作。综合

传统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基于条形码／二维码的图书
馆个性化服务主要包括图书查询、图书评价与讨论、图

书位置导航、图书借阅、图书推荐等功能，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功能图

　　系统服务的用户包括：在校学生、相关学科教师和
科研人员等读者用户，图书馆馆员、系统管理员等管理

用户。

３．２　系统设计
　　根据ＭＶＣ的设计模式，整个系统分为４层：数据
层、接口层、应用层和表现层，如图２所示：

图２　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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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业务的分析，把数据、业务、逻辑、表现进行
整合分类。在这种设计模式下，各个层相对清晰，而且

针对不同的终端或者表现形式实现系统的时候，只需在

表现层实现，底层的部分完全是通用的。同时，系统的

扩展性也很好，各个层既独立又统一地有机联系在一起。

　　一个典型用户的流程如图３所示：

图３　典型用户流程图

　　用户针对条形码／二维码进行拍照，系统识别此照
片。如果是条形码：可以通过元数据服务得到图书的

元数据信息，同时可以通过 ＯＰＡＣ系统进行借阅等相
关服务；如果图书在ＯＰＡＣ中不存在，还可以利用分享
评论服务进行推荐和分享；图书元数据中相关的 ＧＩＳ
信息可以进行地图导航。如果是二维码：其信息可能

是元数据信息、评论信息、ＧＩＳ信息、书包信息等，通过
不同的格式进行识别，调用相关的服务。

　　（１）数据层
数据层用来存储服务提供需要的数据，包括条形

码数据、图书相关评论、推荐、借阅数据、用户身份数

据、个性化数据等。其中除条形码数据和用户身份数

据的部分内容外，其余的数据都是通过系统不断使用

累计产生的有价值的数据。这些数据根据系统设计的

数据字典和存储规范存储在数据库中，应用层可以通

过接口层提供的接口对数据进行调用处理。

条形码数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获取：同图书馆编

目数据同步、系统用户加工或者从其他条码数据库获

取。系统用户数据来自于图书馆用户库或者学校教务

系统数据库，系统支持ＳＳＯ方式登录，也支持批量导入
初始化后由读者激活使用。

（２）接口层
接口层针对用户需求进行归纳总结和优化处理，

抽象出ＤＣ元数据接口、ＯＰＡＣ数据接口、评论数据接
口、ＧＩＳ数据接口、用户数据接口和书包接口。其中，
ＤＣ元数据接口和ＯＰＡＣ数据接口对应条形码数据库；
评论数据接口和 ＧＩＳ数据接口对应二维码数据库；用
户数据接口和书包接口对应用户数据库。

（３）应用层
在接口层之上，针对用户，提取出四大应用：图书

元数据服务，图书分享评论服务，图书导航服务和用户

个人中心、书包服务。这四大应用都是基于条形码／二
维码开发的新应用形式。系统采用开放的架构，对于

其他应用，添加在系统应用层，作为一项服务为表现层

提供支持。

（４）表现层
表现层目前通过两种方式实现：ＷＡＰ方式，用浏

览器显示；客户端方式。本文采用Ａｎｄｒｏｉｄ客户端机型
开发。

３．３　功能实现
　　由于篇幅所限，重点介绍 ＧＩＳ图书位置导航应用
和条形码／二维码的实现方法。

（１）ＧＩＳ图书位置导航
图书的ＧＩＳ位置导航是由图书馆的 ＧＩＳ信息和图

书的架目信息合并组成的，通过ＧＩＳ接口，以地图的方
式显示图书的具体位置。

　　通过调用地图接口，叠加数据层中图书位置 ＧＩＳ
数据和读者自身的位置信息，可以得到图书的所在位

置，并且可以绘制出用户取书的路线图，代码如下：

　　ＭａｐＶｉｅｗｍａｐＶｉｅｗ＝（ＭａｐＶｉｅｗ）ｆｉｎｄＶｉｅｗＢｙＩｄ（Ｒ．ｉｄ．ｍａｐ＿ｖｉｅｗ）；

／／实例化ＭａｐＶｉｅｗ对象

　　ｍａｐＶｉｅｗ．ｓｅｔＢｕｉｌｔＩｎＺｏｏ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ｕｅ）；／／显示放大缩小控制

　　Ｌｉｓｔ＜ＯＶＥＲＬＡＹ＞ｍａｐＯｖｅｒｌａｙｓ＝ｍａｐＶｉｅｗ．ｇｅｔＯｖｅｒｌａｙｓ（）；

／／得到地图的图层

　　Ｄｒａｗａｂｌｅｄｒａｗａｂｌｅ＝ｔｈｉｓ．ｇｅ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ｅｔＤｒａｗａｂｌｅ（Ｒ．ｄｒａｗａ

ｂｌｅ．ｉｃｏｎ）；／／初始化一个图标

　　Ｃｕｓｔｏｍ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ｌａｙ＝ｎｅｗＣｕｓｔｏｍ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

ｌａｙ（ｄｒａｗａｂｌｅ，ｔｈｉｓ）；／／利用这个图标实例化 ＣｕｓｔｏｍＩｔｅｍｉｚｅ

ｄＯｖｅｒｌａｙ类

　　ＧｅｏＰｏｉｎｔｐｏｉｎｔ＝ｎｅｗＧｅｏＰｏｉｎｔ（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６，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Ｅ６）；

／／根据经纬度实例化ＧｅｏＰｏｉｎｔ类

　　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ｔｅｍ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ｔｅｍ＝ｎｅｗ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ｔｅｍ（ｐｏｉｎｔ，＂您好＂，＂我在

书架上呢，快来吧。＂）；／／根据ＧｅｏＰｏｉｎｔ实例化一个文字说明

　　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ｌａｙ．ａｄｄＯｖｅｒｌａｙ（ｏｖｅｒｌａｙｉｔｅｍ）；

／／添加在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ｌａ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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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ｐＯｖｅｒｌａｙｓ．ａｄｄ（ｉｔｅｍｉｚｅｄＯｖｅｒｌａｙ）；／／添加在图层上

　　Ｍａ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ｍａ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ｍａｐＶｉｅｗ．ｇｅ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实例化地图控制类

　　ｍａ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ａｎｉｍａｔｅＴｏ（ｐｏｉｎｔ）；／／动画显示到之前实例化的图

书所在的经纬点

　　ｍａ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ｓｅｔＺｏｏｍ（６）；／／缩放比例设为６

　　（２）条形码／二维码的解析和生成
本文采用的二维码是ＱＲＣｏｄｅ，采用开源ＯＲ码生

成库就可以很方便生成ＱＲ码。把“基于条形码／二维
码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探讨”字符串生成 ＱＲ二
维码的过程如下：

　　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ｂｉ＝ｎｅｗ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１５０，１５０，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

ＴＹＰＥ＿ＩＮＴ＿ＲＧＢ）；／／创建一个ＢｕｆｆｅｒＩｍａｇｅ二维码图片

　　Ｑｒｃｏｄｅｘ＝ｎｅｗＱｒｃｏｄｅ（）；／／实例化Ｑｒｃｏｄｅ类

　　ｘ．ｓｅｔＱｒｃｏｄ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Ｍ′）；／／设置ＱｒｃｏｄｅＥｒｒｏｒＣｏｒｒｅｃｔ为Ｍ

　　ｘ．ｓｅｔＱｒｃｏｄｅＥｎｃｏｄｅＭｏｄｅ（′Ｂ′）；／／设置ＱｒｃｏｄｅＥｎｃｏｄｅＭｏｄｅ为Ｂ

　　ｘ．ｓｅｔＱｒｃｏｄ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４）；／／设置ＱｒｃｏｄｅＶｅｒｓｉｏｎ为４

　　Ｓｔｒｉｎｇｓｔｒ＝＂基于条形码／二维码的图书馆个性化服务系统探

讨＂；／／要编码的字符串

　　ｂｙｔｅ［］ｄ＝ｓｔｒ．ｇｅｔＢｙｔｅｓ（）；／／把字符串转化为字节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Ｄｇ＝ｂｉ．ｃｒｅａｔｅＧｒａｐｈｉｃｓ（）；／／实例化一个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Ｄ类

　　ｇ．ｓｅ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ｌｏｒ．ＷＨＩＴＥ）；／／设置背景为白色

　　ｇ．ｃｌｅａｒＲｅｃｔ（ｘ１－３００，ｙ１－３００，３００，３００）；

／／画一个３００３００的正方形

　　ｇ．ｓｅｔＣｏｌｏｒ（Ｃｏｌｏｒ．ＢＬＡＣＫ）；／／设置画笔颜色黑色

　　ｉｆ（ｄ．ｌｅｎｇｔｈ＞０＆＆ｄ．ｌｅｎｇｔｈ＜１２０）｛

　　　ｂｏｏｌｅａｎ［］［］ｓ＝ｘ．ｃａｌＱｒｃｏｄｅ（ｄ）；

　　　ｆｏｒ（ｉｎｔｉ＝０；ｉ＜ｓ．ｌｅｎｇｔｈ；ｉ＋＋）｛

　　　ｆｏｒ（ｉｎｔｊ＝０；ｊ＜ｓ．ｌｅｎｇｔｈ；ｊ＋＋）｛

　　　ｉｆ（ｓ［ｊ］［ｉ］）｛

　　　ｇ．ｆｉｌｌＲｅｃｔ（ｊ ３＋ｘ１－１９９，ｉ３＋ｙ１－１９９，３，３）；

／／根据ＱＲｃｏｄｅ的编码算法，图黑色正方形块

　　　｝

　　　｝

　　　｝

　　｝

　　ｇ．ｄｉｓｐｏｓｅ（）；／／释放

　　ｂｉ．ｆｌｕｓｈ（）；／／刷新得到二维条码图像

　　对于 ＱＲ二维码和条形码的解析，可以运用开源
解析库Ｚｘｉｎｇ完成，Ｚｘｉｎｇ解析库提供多种语言的ＳＤＫ，
采用Ｊａｖａ解析一个二维码的过程如下：
　　Ｒｅａｄｅｒｒｅａｄｅｒ＝ｎｅｗＱＲＣｏｄｅＲｅａｄｅｒ（）；／／实例化一个 ＱＲｃｏ

ｄｅＲｅａｄｅｒ类

　　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ｍｙＩｍａｇｅ＝ＩｍａｇｅＩＯ．ｒｅａｄ（ｆｉｌｅ）；／／创建ＢｕｆｆｅｒＩｍａｇｅ类

　　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ｎｅｗＢｕｆｆｅｒｅｄＩｍａｇｅＬｕｍｉｎａ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ｙＩｍａｇｅ）；／／构建ＬｕｍｉｎａｃｅＳｏｕｒｃｅ类

　　ＢｉｎａｒｙＢｉｔｍａｐｂｉｔｍａｐ＝ｎｅｗＢｉｎａｒｙＢｉｔｍａｐ（ｎｅｗＨｙｂｒｉｄＢｉｎａｒｉｚ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构建ＢｉｎａｒｙＢｉｔｍａｐ类

　　Ｒｅｓｕｌｔｒｅｓｕｌｔ

　　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ｈｉｎｔｓ＝ｎｅｗ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ｂ

ｊｅｃｔ＞（）；／／构建解析点ＨａｓｈＴａｂｌｅ，用来命中解析结果

　　ｈｉｎｔｓ．ｐｕｔ（ＤｅｃｏｄｅＨｉｎｔＴｙｐ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ＥＴ，＂ＧＢＫ＂）；

　　　　／／设置文字编码为ＧＢＫ

　　ｒｅｓｕｌｔ＝ｎｅｗＭｕｌｔｉＦｏｒｍａｔＲｅａｄｅｒ（）．ｄｅｃｏｄｅ（ｂｉｔｍａｐ，ｈｉｎｔｓ）；

　　　　／／得到解析结果

３．４　效果评估
　　采用上面的设计方法，实现了一个原型系统，如图
４所示：

图４　系统界面图

　　本系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试用中，正在跟进用户
的反馈以持续改进用户体验。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主

要有以下几点：

（１）位置导航体验需要逐渐优化
目前的位置导航服务还相对简单，如果用户要去

某个目的地，通过查询可以直接显示路线或以消息方

式告知读者与目的地之间的行走路线以及便捷通道，

从而协助读者在图书馆中顺利到达目的地，但是，位置

导航服务还不是很直观。用户体验还有待进一步的提

升，未来的导航服务应该趋向于三维与虚拟现实技术

的结合，但是这需要更高的软硬件要求。

（２）用户的认知度需要逐渐培养
虽然手机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但是，基于手机的

条形码／二维码的应用还远未普及到用户的日常生活
中，它的替代性优势还未被用户认可。同时，用户使用

习惯的改变也有一个过程，这需要对条形码／二维码的
相关知识进行大力宣传，让用户了解到它们的使用方

法、便捷优势，引导用户逐渐接受新技术的便利与

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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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４　结　语

　　条形码和二维码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法，通过摄
像头，用户可以轻松地将图书、图书馆和自身联系在一

起，这些也是物联网的基础。通过这种联系，为图书馆

实现更优质的服务提供了可能。随着硬件成本的下

降，可以解析条形码／二维码的摄像头和程序都越来越
大众化，基于条形码／二维码的相关图书服务将成为大
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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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