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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语言模型

（1）WHAT ? 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BERT（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 from 

Transformers）、AIGC（AI-Generated Content）

RAG（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简称 LLMs）

（2）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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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语言模型
（3）WHERE ?



二、高校学科服务现状分析

“双一流”高校学科服务现状调查

调研对象：“双一流”高校图书馆

调查时间：2024年1月—4月

调研方式：网络调查法、访谈法

调研主题：学科知识服务现状

调研项 调查项目详情
学科服务专栏 图书馆主页是否含有学科服务专栏

学科服务范畴 学科服务具体内容、与信息素养教学关系

服务学院情况 学科服务面向的院系、专业情况

学科馆员配置情况 学科馆员人数、是否有兼职馆员

学科服务报告 服务报告的内容、公开程度

学科服务平台 学科服务平台的使用率、主流平台



二、高校学科服务现状分析

困境一：学科服务队伍松散，学科馆员发展受限

“双一流”高校图书馆中，在图书馆主页上设有“学科服务”

栏目的29所，服务内容中学科服务同时承担着信息素养教

育培训的有16所。

人员配置上：Max37  Min9  专职 VS 兼职（南开、山大）

服务院系上：Max52  Min15

人均对口服务院系数：Max 5 Min1.162 

图情序列 服务学科

交叉学科……

理科

工科

人文社科

图情学科



二、高校学科服务现状分析

困境二：传统学科服务平台，交互性差利用率低

第一类：
以人为本

强调学科馆员的参
与

多出现在学科服务
工作起步阶段

第二类：
资源+服务

具有单独的网站架
构，根据专业/领

域构建

LibGuides、纬度

学科博客、自建库

第三类：
学科资源

强调学科化资源，
重视学术性和实用

性，

南京大学图书馆   
A+学科知识服务 

学
科
资
源



二、高校学科服务现状分析

困境三：服务内容基础边界模糊，重点难把握

学科服务内容词频云图

• 馆藏资源获
取使用，常
规基础设施
咨询

• 信息素养教
育教学，讲
座预约培训

• 高校学科建设、
竞争力对标分析
等

• 学科热点、课题
开题与项目结项
等科研相关服务。

参考咨询 信息素养

决策支持课题服务

科研人员
决策方



二、高校学科服务现状分析

困境四：服务报告开放程度低，内容范式化

学者

学科

机构

报告内容

基础化、范式化、可替代性强、认可度低

！！闭门造车、大环境封闭

服务报告内容词频云图



三、学科服务转型思路

积极打破壁垒，摒弃“闭关锁门”，有意识的加

强业界开放交流。推进服务体系与行业规范建设，

共建共享，构建内部开放的服务联盟

3.1 政策规范与体系建设

国内外高校都在开展学科知识服务，高度重视学科发展建设
1. 高校图书馆、校科研院、学科发展中心都在关注学科动

态，不同高校、同一高校的不同职能部门都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重复交叉劳动

2. 关于学科服务报告目前业界尚无规范，业内开放交流环
境较差。



三、学科服务转型思路

3.2 问题分类，建立规范化的分层服务体系

参考咨询——问题类

信息素养教育——知识类

深度课题咨询——定题情报类

学科服务内容

深度课
题咨询

信息素
养教育

参考咨
询

 

 



三、学科服务转型思路

3.3 三位一体，打造学科知识自主学习平台

向量知识库

国内高校学科服务平台的功能可分为联络属性、宣传服务、学科资源推荐等。
基于LLMs建立学科知识学习平台包含三个子库：
• 问题类——图书馆基础设施服务库，用于处理基咨询
• 知识类——信息素养知识库，用于解决教学任务重
• 定题情报服务类——学科资源知识库



四、基于开源LLMs的尝试

框架设计



四、基于开源LLMs的尝试
系统实现 1.0



四、基于开源LLMs的尝试

优化与展望

1）基础调研自动化：

对于课题服务中的学术专业名词定义调研、课题起源发展、参考标引等基础性调研性工作借

助大语言模型实现，让学科馆员能集中精力于深度服务；

真实性、学术性、准确性

2）服务报告规范化：

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基于已积累的本学科领域相关的服务报告，自学习建立学科服务报告模

版，可参考目前较成熟的自动报表生成实现。

训练集数据量



四、基于开源LLMs的尝试

愿景规划（读者端）

读者

提出问题
（课题）

问题向量转化 问题分类

向量知识库

反馈结果
（知识体系）

结果排序

语义检索

问题优化



四、基于开源LLMs的尝试

愿景规划（馆员端） 向量知识库

学科馆员

资料汇编

维护

问题优化输入课题

课题知识体系
（自动综述等）报告模板推荐

向量知识库

反馈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