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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科学智能（AI4S）对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探讨 AI4S 时

代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研究型图书馆的应对策略，旨在为研究型图书馆

知识服务创新提供参考。［方法 / 过程］梳理 AI4S 的概念起源与研究现状，从知识主体、知识过程和知识

工具等方面深入讨论 AI4S 带来的知识环境变化，分析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在目标、价值、形式和需求

方面的变化，并提出创新发展的应对策略。［结果 / 结论］ AI4S 时代，研究型图书馆应该从多个方面创新

发展知识服务。一是跨界协作与创新，构建多元化的生产性知识服务体系；二是培养智慧馆员，激发创

新环境；三是提供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智慧知识服务，实现场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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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al Intelligence, GAI）技术，尤其是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快速发展，对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科学研究领域，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热潮［1］。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亦可翻译为“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本文简称“AI4S”，它代表了新一代 AI 技

术对科学研究的变革性影响，标志着科研范式从数据驱动向智能驱动的深度转变，被称为“第

五科研范式”［2］。这一变革深刻影响着未来的学习与科研模式，对图书馆传统的知识服务提出了

  * 本文系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数智时代公共文化机构内容生产模式与能力测评研究”（项目编号：23ATQ003）的

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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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挑战。在 AI4S 背景下，如何整合大语言模型的强大处理能力以实现知识服务模式创新，并

提供精准、实时的知识服务以满足用户的复杂需求，已成为图书情报领域的重要议题。本文拟

阐释 AI4S 智能科研范式的内涵及其对知识服务的影响，并探讨研究型图书馆在知识服务方面的

创新路径与实践方向。

1 相关研究   

1.1 AI4S 概念溯源及研究现状

目前，AI4S 实践在各行业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关于 AI4S 的概念内涵和术语界定还存在

一定的模糊性。AI 4S 的概念最初由鄂维南院士在 2018 年提出［3］，并在 2022 年 8 月北京科学智

能研究院主办的“2022 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首届科学智能峰会”［4］上获得广泛关注。该峰

会主题为“AI for Science：共创新未来”，会上发布了首份聚焦 AI4S 领域发展的完整报告《2022 

AI4S 全球发展观察与展望》。2023 年 3 月，科技部会同自然科学基金委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

学研究（AI for Science）”专项部署工作，布局“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前沿科技研发体系。

2024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组关于 AI4S 的论文。在这组论文中，李国杰院士［2］

提出了“AI4R（AI for Research）”的概念，认为相较于 AI4S （翻译为“科学智能”），AI4R（翻译

为“智能化科研”）的内容更为广泛且含义更为深刻，前者用来指代 AI 赋能科学方面的研究，但

智能化的科研 不应局限于基础科学研究，还应包括技术和工程的智能化研究，因而 AI4R 这一术

语能更准确地描述这一概念。几乎同时，北京大学的邱泽奇［5］在《人民论坛·学术前沿》发表

《文科智能的未来图景》一文，认为学术包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简称为理科和文

科），而将 AI4S 定义为“理科智能”，并用“AI for Academia”描述既包含“理科智能”也包含

“文科智能”的“学术智能”。

无论是 AI4S、AI4R 还是 AI for Academia，都反映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 AI 赋能各学科研究

的关注。尽管 AI4R 这个词的指代性可能更好，但目前 AI4S 在学术界和产业界被更广泛地接受。

鉴于此，本文采用“科学智能（AI4S）”这一术语，并遵循“科学”的广义概念，认为“科学智

能（AI4S）”是指 AI 赋能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广泛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值得注

意的是，在 AI4S 这一术语得到广泛认可之前，有关智能化科研的研究已有所开展。例如，2020

年罗威等［6］用“智能科学家”、2021 年胡志刚等［7］用“科研智能”、孙蒙鸽等［8-9］用“科研智

能化”来指代 AI4S 这一概念术语。实际上，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10］，但 AI4S 这一概念则特指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科学研究范式产生的变革

性影响。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 2022 年 11 月 OpenAI 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ChatGPT，不

仅标志着人工智能进入大语言模型时代，也进一步推动 AI4S 被广泛关注。从 AI4S 的发展历程

来看，ChatGPT 的爆发可视为 AI4S 萌芽（以 2022 年 8 月的首届科学智能峰会为标志）的关键

时刻。

AI4S 已成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2023 年初，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AI4S 的科

研范式本质以及与各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例如，王树义等［11］探讨了 ChatGPT 给科研工作

1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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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王飞跃等［12］对 AI4S 的影响与意义进行了展望，张晓林［13］研究了生成式

人工智能对知识服务的变革性影响。此后，关于 AI4S 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哲学和科学学领

域关于科研范式革命 的研究［14-15］，管理学领域对公共治理新范式构建的探讨［16］，自然科学领域

对智能化科学设施［17］、技术智能［18］及人工智能化学［19］等实践领域的探索。2024 年诺贝尔物

理学奖和化学奖的成果均涉及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尤其是物理学奖授予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础研

究，这也反映了人工智能在科学研究中的深远影响，并为全球范围内的 AI4S 发展提供了新的推

动力。 

1.2 AI4S 与知识服务

自 ChatGPT 技术革命爆发以来，图书情报界主要集中在信息资源管理这一宏观领域对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影响开展研究［20-22］。2023 年，张晓林［13］探讨了 ChatGPT 革命对知识

服务带来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并指出对知识服务实践而言，ChatGPT 所带来的变革是“从猿

到人式的范式转变”。此后，图书情报界对 AI4S 与知识服务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赵

瑞雪等［23］通过剖析知识服务与新质生产力双向赋能的内在关联和外在表现，构建出知识服务

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赋能机制及路径。张晓林［24］通过对 AI 赋能的 P4ST（Policy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决策智能分析，探讨了寻找知识服务的新质生产力问题。孙坦等［25］认为 AI4S 对当

下的知识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多层次知识发现与获取需求、跨学科研究和创新需求、以

用户为中心的参与式服务需求等，使知识服务场景向多元化、智能化、专业化、个性化转变。张

智雄等［25］认为人工智能的本质在于知识的获取与利用，而科技文献则是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

并提出了构建服务于 AI4S 的科技文献知识底座的概念，积极挖掘科技文献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和

高质量数据，将“科技文献库”转变为“科技知识引擎”，支撑 AI4S 所需的查询循证、态势感

知、推理预测、生成启示等智能化服务。

尽管学术界已认识到 AI4S 将对知识服务产生深远影响，但关于 AI4S 与知识服务本质之间的

联系，尤其是研究型图书馆如何应对知识服务的变革等议题尚处在早期探索阶段。本文从研究型

图书馆的视角，深度分析 AI4S 时代知识环境的变迁及其对知识服务的影响，以此为研究型图书

馆知识服务的创新实践提供启示。

2 AI4S 时代知识环境的变化   

2.1 知识主体的变化

AI4S 时代，知识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数字知识环境”到“数智知识环境”的转变。

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二者区别在于是否通过智能技术来增强知识的获取、处理、

分析和应用。相较于以往 , 当前数智知识环境的最大不同是知识创造的主体由原来的人，变成

了人和智能体。因为拥有了大语言模型的智力支持，人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速率将获得显著改

变和提升。由此，人们与知识互动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语言模型取代了原来需要

人从事的部分智力活动，如信息的检索、整合、摘要等。目前，AI 的能力还在持续不断地迭代

增强。

2 AI4S 时代知识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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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数字知识环境下，人们在构建支持知识发现的信息资源体系（如“science-ready”或

“discovery-ready”）［26］时，科学发现的主体仍主要是人。进入 AI4S 时代，研究重点逐步转向适

配 AI 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知识体系（如“AI-ready”）［27］，未来的大语言模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具备科学发现能力。据报道，日本最近推出了一款号称“世界上第一个用于自动化科学研究和

开放式发现的 AI 系统”——“AI 科学家”（The AI Scientist），它从构思、编写代码、运行实验和

总结结果直至撰写整篇论文全能够胜任，并且能不断重复科研过程，以开放的方式迭代发现新

的研究方法［28］。在当前人智交互和人智共生的时代，知识来源从单一的人工产出转变为人机协

同的自动化知识构建，这将会同时促进大语言模型的演化和人类知识的发展，形成双向赋能的

局面。

2.2 知识过程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研究过程本身就是研究，而不强调最终的论文或报告［29］。这体现了研究过程

和知识生产的复杂性。知识交流与处理机制的变化会引起知识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并对科研

工作流中的关键知识瓶颈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促使新型知识服务机制的出现［26］。知识过程涉及

知识的学习、应用和创造，涵盖了知识内容、应用环境和应用群体。因此，知识服务在支持知识

过程时应兼顾这三个维度，否则可能削弱知识服务的有效性，甚至对知识学习、应用和创造的过

程产生不利影响。

在印刷媒介时代，由于对知识内容的计算、关联、群组灵活使用及交互均存在困难，导致我

们观察到更多较为僵化的知识过程。数字网络环境带来的知识环境变化，其核心在于支持新的知

识过程——基于计算的、动态关联的、灵活融入问题情景及合作交互的知识过程，由此也带来更

多的需求和机会［30］。在 AI4S 时代，知识过程又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智能化和自动

化的深度融合，以及知识的生成、重构和应用模式的演进。知识过程不再仅依赖于人类的认知，

而是逐步实现人机协作，趋于更加动态和智能化，不仅能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从海量数据中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还可根据用户的具体需求实时生成知识内容和解决方案。这种新型知识过程

通过大语言模型、智能计算和实时反馈，为研究者和学习者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支持环境。

知识的产生源自用户的研究、学习、管理等过程，它呈现出多种形态，并通过多种机制进

行交流，形成复杂且互相交织的知识体系。而学术出版仅是知识交流的一种方式。在 AI4S 时代，

知识将变得更加数字化、富媒体化、语义化和智能化，这将逐步推动语义出版成为常态。知识产

品、知识工具与知识学习、应用和创造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知识即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

中，计算机将成为知识出版内容的新读者，并与用户共同思考和创造，解决用户问题。

2.3 知识工具的变化

AI4S 时代，知识工具极为丰富。大语言模型及各种 AI 工具的结合正在为知识的生成、处理

和应用带来深刻变革，包括自动生成内容摘要、构建知识图谱、撰写文献综述、提出研究假设、

规划任务以及进行内容评审等。AI 智能体可以快速规划复杂任务，并测试和评估其可操作性，

涉足更多具有探索性质的研究任务，推动专业服务创新。

作为 AI4S 的代表性应用领域，药物研发领域的新知识工具发展可谓日新月异。其中，最

知名的当属预测蛋白质结构的工具 AlphaFold［31］，该工具促进了人们对蛋白质结构的认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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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药物靶点的发现进程，对生物学和药物研发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分子生成大模型等

工具［32］可通过学习分子结构和分子性质的关系，自动生成具有特定性质的新型化合物。这些

工具结合深度学习和生成模型，能够快速筛选并优化潜在药物分子。此外，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实验室开发了一种用于药物发现实验的 AI 平台［33］，该平台可通过自然语言与实

验室资源进行交互，从而规划和执行实验流程。这一系统可帮助科学家选择最为适合的实验资

源并安排仪器设置，以加速科学发现的过程。在数字出版领域，以爱思唯尔（Elsevier）为代表

的诸多出版商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源，正尝试开发基于大模型的 AI 工具。这类 AI 工具具有类似

ChatGPT 等通用大模型的能力，能对出版商拥有的文献资源进行问答式提炼与总结。由于生成的

内容以有明确出处的学术文献为基础，此类工具能提供更为可信的内容。

科研范式的演变持续影响知识环境的塑造，从早期数据驱动和计算驱动的科研时代

（e-Science）到今天的 AI4S，每个阶段都带来了知识获取和应用方式的变化。在 e-Science 时代，

知识环境已呈现出海量信息和动态关联的特征。进入 AI4S 时代，知识环境进一步智能化，数据、

工具、技术高度融合，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多自动化和精准化的支持。当前，几乎所有的科研工

具都逐步融入了人工智能的功能，这些工具和功能将通过目前尚不可预测的方式进行组合，以支

持科研和创新活动的开展［34］。

3 知识环境变化对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影响   

3.1 对图书馆知识服务目标与价值的影响

AI 技术的突破使知识服务可以实现大规模自动化和个性化供给 , 从而释放知识服务提升的可

能性 , 故成为图书馆知识服务新的切入点［35］。从长远来看 , 随着 AI 技术持续发展直至成熟 , 知

识服务是否会经历“去图书馆化”, 抑或是 AI 赋能图书馆知识服务以巩固其在知识服务领域的地

位？问题的关键在于图书馆如何明晰自身定位、应对局势之变［35］。在 AI 发展浪潮中，图书馆如

何利用自身在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中的专业优势，合理整合 AI 技术 , 以强化图书馆在知识服务

领域的权威地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尽管在 AI4S 时代知识环境将迎来重要变革，但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核心目标——为学生或科

研人员提供知识创造环境并未改变。知识技术、科研方法与工具在飞速发展，科研工作者难以在

开展研究的同时兼顾所有可能显著提升研究效率的知识工具。这就需要图书馆密切关注本领域内

科研工具的最新进展，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及时向科研人员和学生传递新工具的应用方法和前

沿发展趋势。

图书情报机构作为知识服务机构，其存在的理由是满足用户在知识发现、应用和创造过程中

的服务需求，其价值体现在为用户需求提供支持服务上。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用户发现、应用

和创造知识的过程可称为“用户知识过程”，其能力可称为“用户知识生产力”，而“知识服务

生产力”可看作在“用户知识过程”中帮助提升“用户知识生产力”的能力［36］。换言之，图书

馆的根本任务是从用户的角度，分析和解决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关键知识瓶颈。图书馆知识服务的

目标不是单纯提供静态的知识产品，而是要为知识的动态生成、重构和创新提供必要的环境和工

3 知识环境变化对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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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 AI4S 时代，重新确立知识服务的目标与需求，厘清研究型图书馆与知识服务对象之间的

关系，是提升服务有效性和用户满意度的关键。

回顾历次技术革命，图书馆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新技术的冲击，主动适应并应用新兴

技术，不断革新自身的服务模式和能力，确保知识服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在数字化时代，以

Google 为代表的信息互联网技术并未取代图书馆知识服务。相反，图书馆通过嵌入科技决策和科

研过程，针对具体团队的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在信息化和智能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图书馆提

供的知识服务成为支持合作创新、群组学习和交互传播的协同知识服务，其目标转为支持用户的

动态知识需求，特别是在科研、教育和生产中的持续应用。图书馆需要从用户需求出发，通过与

AI 工具的结合动态挖掘信息资源，提供嵌入式的综合性知识分析服务，与用户共同探索问题的

解决方案，为知识创新、学习和应用提供智能支持，提升知识服务的价值和影响力。

3.2 对图书馆用户知识需求变化的影响

尽管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知识创造这一知识服务目标并未改变，但由于知识环境的变化，用户

在科研、学习、生活等多方面的需求已然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应迅速识别这些新的知识需求，

并以此作为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发展的基础。

从科研的角度看，由于 AI4S 时代简单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和便捷，人们希望在集成多

方资源、工具和服务的基础上获得针对用户个性化工作流的动态组织结果。这类似于医生和律师

可以组织不同资源来解决客户的具体疾病或诉讼问题。虽然用户的知识过程仍需检索和获取特定

知识，但更需要在一个集成多方资源和能力、灵活进行交互的环境中，对未知知识的探索、计算

和发现。知识工具和智能工具的极大丰富，将催生出新的创造性研究工具和方法，研究型图书馆

应积极探索应用这些工具和方法，与科研人员密切合作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知识服务应利用大

语言模型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持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工作，尤其是在复杂问题解决、跨学科知识融

合等方面，持续探索 AI 赋能科学研究的作用机理［13］。

从学习的角度看，人们早就意识到学习的目的不仅是“获得知识”，而是通过创造性学习来

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但直到进入 AI4S 时代，学习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凸显，这一学习的目的才

真正得以实现。面对 AI 的强大能力，学习的内容和方法亟需重新审视。人们对已有知识的学习

速度加快，必将加快新知识的创造和迭代过程，这既是知识服务的挑战也是机遇。以药物知识的

学习为例，今天的学生可方便地利用大语言模型来学习化合物的结构，了解和预测它的性质，利

用先进的可视化方式学习药物和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图书馆员的角色如何转变，以及提供

怎样的服务以协助科研人员和学生解决学习问题，都是亟待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作为大语言

模型应用中的关键技术，提示词工程（Prompt Engineering）对科学研究和学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目前，许多研究型图书馆已发布了一些提示词工程指南，帮助学生更好地利用大模型。譬

如，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 Fondren 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关于“提示词工程基础”的研

讨会［37］，帮助学生学习如何有效地与 ChatGPT 互动，如何设计最大化利用大模型的提示词，并

涵盖了实际应用案例和模板。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图书馆也开设了一

场名为“研究中的提示词工程”的在线研讨会［38］，向学生介绍人工智能聊天提示词的使用技巧，

并帮助他们熟悉已嵌入研究数据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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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信息素养与教育的角度看，之前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包含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能

力、数据与知识管理能力在内的数字科研条件下的新型信息素养［26］；现在信息素养的概念已拓

展到人工智能素养［39］，如何创造性地合理使用 AI 被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AI 的发展

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知识产权、知识治理、科研伦理等方面的问题越发凸

显，图书馆既要充分利用其创造性，又要对潜在的隐私、伦理等风险问题保持警惕并采取适当防

范措施，这也对图书馆服务人员的人工智能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图书馆用户将在

这些方面有更多的需求，因此需要提前预判并能敏捷地组织研究团队应对这些需求。

4 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创新发展与对策   

4.1 跨界协作与创新，构建多元化的生产性知识服务体系

对知识服务的需求大致有三个层次：初级需求是对信息或知识产品的直接需求，中级需求是

对知识化能力（如综合、重构、分析、诊断、研判等）的需求，而高级需求还涵盖利用知识化能

力构建支持知识生产过程的各类服务链和价值链需求［36］。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研究型图

书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知识服务优化资源配置并增强创新支持能力。传统的知识服务主要集

中在提供信息和知识产品，但在 AI4S 环境下，图书馆应转向通过知识处理能力来支持用户的知

识生产过程，构建一个灵活、多元的生产性知识服务体系。这不仅可以帮助用户解决具体问题，

还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进步。

在 AI4S 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不同行业、学科与部门间的融合，逐渐消融

了既有的边界，并为研究型图书馆的知识服务创新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跨界融合不仅成为智慧

图书馆发展的新趋势，也为其在知识生产和知识服务中的角色重塑提供了契机。例如，“智慧图书

馆 + 出版社”模式实现了智慧图书馆与出版机构之间的资源流通与共享。智慧图书馆可在第一时

间获取最新的数据资源和学术研究成果，用以丰富馆藏资源的“内存”，为用户提供更便捷的资

源获取渠道；同时，出版社可通过图书馆的用户网络提升学术成果的曝光率和社会认可度，形成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良性循环。在“智慧图书馆 + 数据供应商”模式中，智慧图书馆能够获得

更丰富、专业的数据资源，从而能够提供精准的资源服务，满足各个学科领域用户的需求。这种

合作可以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数据资源整合和优化能力，使图书馆在服务深度和数据覆盖广度上

实现跨越式发展。此外，“智慧图书馆 + 教育机构”模式则构建了资源和教学相结合的学习生态系

统。教育机构依托智慧图书馆的丰富馆藏资源和信息服务来充实课程资源和学习项目；图书馆也

借助教育机构的专业师资力量，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学习指导服务。这一模式不仅可以

为学生和研究人员创造高效、开放的学习环境，还能提升图书馆在知识创新与传播中的核心价值。

跨界协作与创新不局限于图书馆与外部资源的整合，还可以通过图书馆所在机构内部跨部门

协作，打造多元化的服务生态。例如，可以与 IT 部门、数据科学团队等共同探索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深度应用，或与学术机构、研究中心合作，开发面向科研用户的个性化知识服务方案。通过

这些跨界协作，智慧图书馆能够在知识服务和资源提供方面不断创新，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优势，为用户创造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知识生态系统，实现多方共赢的合作局面。

4 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创新发展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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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培养智慧馆员，营造创新环境

在 AI4S 时代，智慧图书馆的发展不仅需要先进技术的引入，更离不开专业馆员的积极参与

及对其智慧服务能力的培养。智慧馆员在知识服务创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推

动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力量，而且在资源整合与用户服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有研究指出，基于自

身专业知识与对图书馆业务流程的深入了解，智慧馆员通过指导并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创造出 AI 公司难以预见的业务场景和服务模式，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图书馆中的应用开辟更

多可能领域［40］。

培养智慧馆员的核心在于提升馆员的数字素养和技术应用能力，确保其能够熟练掌握并创新

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从而营造创新环境。为此，图书馆可定期组织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培

训课程及专题研讨，帮助馆员理解并掌握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流程。在此基础

上，提供技术进阶课程，使馆员能够自主探索和实践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图书馆服务中的创新

应用。同时，创建创意实验室或创新工作坊，为馆员提供低风险的自由探索环境，鼓励在此平台

上提出新的应用构想，测试新的业务场景，逐步优化应用的可行性和用户体验，并尝试跨界服务

模式。最后，通过激励机制营造创新文化，设置创新奖项，提供资源支持或晋升机会，从而营造

积极的创新氛围，确保馆员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持续创新的动力。

智慧馆员作为“智慧图书馆”理念的践行者和技术应用的引导者，将在未来知识服务创新中

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通过提升智慧馆员的专业技能及创新意识，图书馆能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应用中取得更为长远的发展，此举不仅能提升知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亦将推动整个图书馆行

业的智能化转型。

4.3 提供智慧知识服务，实现场景创新

在具体实践方面，随着大语言模型技术的发展，研究型图书馆的知识服务正在经历从静态信

息提供到动态智能化服务的转型。在 AI4S 时代，图书馆不仅需要借助大语言模型等 AI 工具来提

升服务，还需通过场景创新来更好地满足科研用户复杂多样的需求，进而转型为智慧知识服务的

提供者。

智慧知识服务的核心在于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和计算方法，识别并解决用户在特定场景中的问

题，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用户产生知识增量。例如，应用大语言模型工具，图书馆可以提

供更为互动和智能的服务，而不再仅仅提供静态的知识资源。通过为不同科研领域和应用场景设

计专用模型［32］，图书馆可以借助这些 AI 工具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这种“模

型即服务”（Model as a Service,MaaS）的理念，不仅能拓展图书馆的服务能力，还可以灵活应对

科研活动中不断变化的需求。

智慧知识服务的真正实现需要场景创新的推动。图书馆需深入用户的具体科研和应用场景，

才能更好地提供智慧化的知识服务。例如，图书馆不仅需要了解用户的知识需求，还要结合具体

的科研流程和场景，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设计出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图书馆的馆藏

资源也可以通过与大语言模型的结合进一步优化。图书馆不仅要重新评估和利用现有的资源，还

应将这些资源与大语言模型结合，形成覆盖全尺度、全模态、全粒度的知识支持体系。例如，图

书馆可利用 AI 工具将馆藏资源转化为可计算的大规模知识基础［41］，使这些资源能够被大语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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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高效处理和分析，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加深入的科研支持。智慧知识服务的终极目标是使知识的

创造、学习和应用成为一个主动、互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图书馆通过智能交

互和模型计算，为用户在知识空白与异常探索、特定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系统化支持，进而形成

贯穿数据到智慧的整体知识服务链条。

现有研究已着手探索大语言模型在图书资源推荐、信息素养教学材料开发和自动化参考咨

询方面的应用，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譬如，有研究通过构建基于 ChatGPT 的 BookGPT 框架，首

次将大语言模型技术应用于图书资源的理解和推荐应用［42］。BookGPT 能在图书评分、用户个性

化推荐及内容摘要生成等多个场景中提供更为精准的推荐，还可根据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身份信息

生成个性化内容，为用户提供更贴合需求的图书选择和更为直观的内容概览。这种智能推荐服务

能够有效节省用户查找资源的时间，提升用户在图书馆知识服务场景中的使用体验。另有研究探

索了 ChatGPT 在信息素养教学材料开发中的应用潜力，通过运用公开授权的资源和自定义的聊

天机器人，不仅降低了内容开发的时间和成本，还实现了对特定文献资源的高效查询［43］。这种

教学材料生成模式为图书馆信息服务提供了创新实践路径，有助于解决传统教学材料开发中成本

高、周期长的问题。在图书馆参考咨询方面，ChatGPT 类 AI 系统可提供“24/7”不间断参考咨询

服务，尽管当前系统在回答准确性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44-45］，但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这

些系统将在未来的智慧知识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我国 DeepSeek 火爆出圈，引领了更低

成本部署深度推理能力的大模型技术。国内外各大机构纷纷接入 DeepSeek，探索其在智能问答、

文本生成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应用。未来，研究型图书馆或将馆藏资源嵌入 DeepSeek 技术，优

化数字资源管理与知识服务体系，探索更具场景化的创新发展。

5 结 语   

在 AI4S 时代，科学发现与知识生产的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由此知识服务的形态也面临

重要变革。研究型图书馆应积极思考自身定位，寻求创新发展的策略。具体而言，研究型图书

馆需要明确知识服务的核心与竞争力，与知识服务生态链中的其它主体跨界协作，培养智慧馆

员创新能力，借助大语言模型提供智慧知识服务与场景创新，并不断拓展服务的边界。唯有如

此，图书馆方能在不断变化的科研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用户的知识创造和应用提供强有力

的支持。

本文关于 AI4S 时代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创新的探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尽管探

讨了 AI4S 背景下研究型图书馆知识服务的变革方向，但仍需结合更多实证案例，以验证这些创

新策略的实际可行性。其次，当前的大语言模型在科学知识的组织与应用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数据质量、模型偏见、知识溯源等问题，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其在图书馆知识服务中的应用效

果。最后，图书馆在推动知识服务创新的过程中，还需考虑组织文化、技术基础设施和用户接受

度等场景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展开更为细致的调研分析，进一步深入探索研究型图

书馆在 AI4S 时代的智能化转型之路。

5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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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Research Libraries in the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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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AI4S (AI for Science) has brought revolutionary impacts to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research field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in knowledge services of research libraries in the AI4S era, as well as the strategies for research 
libraries to respond to these changes. It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s in knowledge servic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origins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AI4S, then delves into 
the changes brought by AI4S in the knowledge environment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knowledge subjects, 
knowledge processes, and knowledge tools.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shifts in the objectives, values, 
forms, and demands of knowledge services in research librarie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Result/Conclusion］ In the AI4S era, research libraries should innovate and develop 
knowledge servic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First, they should engage in 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on to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productive knowledge service system. Second, they should cultivate 
intelligent librarians to foster an innovative environment. Third, they should provide intelligent knowledge 
services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to achieve scenario-driven innovation.
Keywords: AI for Science(AI4S); Large language model; Generative Artifical Intelligence; Knowledge 
services; Research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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