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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书馆Wi-Fi网络的智能应用研究

张 强

（天津图书馆，天津 300201）

摘 要院 [目的 /意义]图书馆行业经过近 20 年探索，在 Wi-Fi 技术应用领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但仍有不少图书馆存在着重建设轻应用的现象，笔者通过分析 Wi-Fi 技术的成功应用案例，期望图书馆能够

重视并加强对该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工作。[方法 / 过程]阐述 Wi-Fi 在图书馆行业的应用背景以证明其高

可用性，探讨 Wi-Fi 网络架构和管理经验，通过收集、整理、展示和分析 Wi-Fi 在图书馆的典型应用案例，

论证该技术在创新图书馆服务模式和完善智慧管理体系方面带来的成效和意义。[结果 / 结论]根据 Wi-Fi 的

技术特点，并结合其在图书馆知识服务和智能管理方面已取得的良好应用效果，笔者证明通过与其他前沿技

术融合，该技术在图书馆行业拥有进一步被开发、应用和推广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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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ignificance] After nearly two decades of exploration, the library industry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application of Wi-Fi technologie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libraries which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truc-

tion than to applicat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s of Wi-Fi technologies, this paper aims

to help the libraries pay attention to and strengthen the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background of Wi-Fi in the library industry to prove its high

availability, discusses the Wi-Fi network architecture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

nes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echnology in innovating library service mode and improving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by collecting, sorting, displaying and analyzing typical application cases of Wi-Fi in libraries. [Results/Con-

收稿日期：2020-06-09

基金项目：天津图书馆课题项目“天津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前期调研” （TJL201801）

作者简介：张强 （ORCID：0000-0002-7122-4680），男，本科，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网络与自动化

应用实践

DOI院 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0-0497

97



2021年第 33卷第 2期

1 Wi-Fi 概述及其在图书馆行业的应

用背景

Wi-Fi 全 称 Wireless Fidelity袁 是 无 线 局 域 网

渊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袁 WLAN冤 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最早出现于 1999 年袁 是 Wi-Fi 联盟 渊当时名为

Wireless Ethernet Compatibility Alliance袁 WECA袁 后于

2002 年 10 月改名为 Wi-Fi Alliance冤 产品的品牌认证[1]袁
也是一种基于 IEEE 802.11 标准最为常见的 WLAN 通

信技术 遥 与同属 WLAN 体系的 Bluetooth尧 Zigbee尧
HomeRF 等无线技术相比袁 Wi-Fi 具有更广的信号覆盖

范围尧 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尧 更安全的访问控制技术

和更开放的设备使用条件袁 与无线移动网络 渊如
2G/3G/4G/5G冤 相比又具有信号穿透力强尧 易部署尧 免

资费等优势袁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室内外移动通信尧 路

径导航尧 目标定位和数据采集等领域遥 中国知网数据

显示袁 图书馆行业最早关于 Wi-Fi 的研究是 2000 年张

华发表的 叶无线局域网在图书馆自动化中的应用和影

响曳 一文遥 2003 年起随着 野智慧图书馆冶 野图书馆虚

拟空间冶 等概念的相继提出袁 Wi-Fi 逐渐被图书馆行业

重视袁 针对 Wi-Fi 网络的探索尧 研究和应用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遥 2004 年清华大学尧 上海交通大学尧 复旦大

学等国内多所一流大学率先在校园部署无线局域网[2]袁
成为 Wi-Fi 网络建设和应用的先驱遥 2005 年西安交通

大学图书馆[3]率先使用接入点 渊Access Point袁 AP冤尧 无

线接入控制器 渊AC冤尧 无线终端 渊Station袁 STA冤 和无

线网络管理系统的技术架构成功解决了 Wi-Fi 网络全

覆盖环境下的安全控制和用户管理问题曰 2010 年北京

邮电大学图书馆通过 J2EE+NOKIA 地图导航系统架构

和 RFID+Wi-Fi+Zigbee 感知定位技术开发出智能图书

馆示范系统袁 实现手机图书智能清点尧 OPAC 感知定

位和基于位置的读者信息推送等功能袁 为图书馆行业开

发和部署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提供了策略指导 [4]遥
在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袁 图书馆行业在普及和深入推

进 Wi-Fi 技术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遥 随着

Wi-Fi4尧 Wi-Fi5尧 Wi-Fi6 渊表 1冤 标准在第二个 10 年的

不断更新袁 基于 Wi-Fi 的融合技术已在社会多个领域

发挥出更具创新性的应用价值袁 例如近年来 STA 数量

的爆发式增长为 4G尧 5G 等移动通信网络造成了巨大

负担[5]袁 而 Wi-Fi 能有效承载分流袁 成为 4G 和 5G 网

络覆盖盲区的最有力补充袁 极大缓解了运营商的服务

压力遥 2019 年 7 月深圳福田地铁站使用 Wi-Fi6+5G 建

成全国首个智慧交通枢纽袁 通过免费网络接入和数字

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Wi-Fi, combined with its good application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knowledge services and intelligent management, the paper proves that through integration with other cut-

ting-edge technologies, this technology will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the library industry.

library; Wi-Fi; network planning; intelligent application; smart service; smart library

无线局域网 Wi-Fi4 Wi-Fi 5 Wi-Fi6 

IEEE 802.11ac 
协议标准 IEEE 802.11n 

Wave1 Wave2 
IEEE 802.11ax 

发布时间/年 2009 2013 2016 2019 

频段/GHz 2.4/5 5 2.4/5 

单流带宽/Mbps 150 433 867 1 200 

最大带宽/Mbps 600 3 466 6 933 9.6 

 

表 1 无线局域网标准

Table 1 WLA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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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极大改善了旅客乘车体验遥 国外学者研究发

现通过物联网驱动的 Wi-Fi 节点信号强度指标 渊RSSI冤
能准确定位搜救目标 [6]袁 解决了以往在没有任何 GPS

和 5G 信号的矿井内无法及时发现遇险矿工的难题遥 图

书馆应该从其他行业对 Wi-Fi 技术的创新应用中汲取

灵感袁 创新思路袁 帮助自身摆脱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困境遥

2 Wi-Fi 网络规划和管理

美国早在 2004 年就提出了 野无线费城计划冶袁 自

此无线城市建设浪潮开始席卷全球遥 2013 年中国移动

提出 Wi-Fi尧 GSM尧 TD-SCDMA 和 LTE 野四网协同冶
战略[7]袁 确立了 Wi-Fi 长期发展思想袁 中国 野十三五冶
规划则明确要求要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袁 在

城镇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 WLAN 接入[8]遥 随着

国家 Wi-Fi 网络建设计划的推进和建设规模的进一步

扩大袁 城镇级公共区域的 Wi-Fi 全覆盖将势在必行遥
2.1 Wi-Fi网络架构

图书馆应根据馆舍建筑空间和知识服务对象等条

件和需求袁 遵循实用尧 全面尧 安全尧 易于维护和可弹

性扩展等原则规划 Wi-Fi 网络遥
目前图书馆行业通常采用非独立式无线网络架构

进行组网[9]袁 以有效整合 LAN 和 WLAN 资源袁 实现优

势互补遥 如图 1 所示袁 一个典型的 Wi-Fi 网络主要包

含有 PoE 交换机尧 AC尧 AP 和 STA 等设备袁 由 PoE 交

换机连接各 AP袁 由 AC 完成 AP 的数据汇聚尧 配置管

理以及 STA 的接入认证袁 通过向上接入核心层交换机

并汇入 LAN 骨干网络实现 Internet 数据通信遥 PoE 交

换机尧 AC 和 AP 的组网模式能够实现统一用户接入尧
上网行为管理和自动规划射频等基础功能袁 在集中管

控全网设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人工干预[10]袁 AP 可设

置成与 AC 自动关联以实时获取配置列表和更新软件

版本袁 最大程度上实现零配置尧 免维护和即插即用袁
节省网络管理成本遥 为进一步加强用户接入认证安全袁
应在汇聚层交换机接入 Radius 认证服务器控制 Wi-Fi

接入用户的身份认证遥 为均衡网络和服务器性能开销袁
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袁 应在核心交换机上部署负载

均衡 渊LB冤尧 入侵检测 渊IDS冤尧 入侵防御 渊IPS冤 和应

用控制网关 渊ACG冤 等安全业务板卡遥 核心交换机旁

路接入上网行为管理设备实现对 Wi-Fi 接入用户的实

时行为管控遥
2.2 安全管理和优化

Wi-Fi 信号易被搜索发现且 STA 到 AP 的整个接入

和数据通信过程都暴露在空气介质中袁 有被非法用户

接入并获取密码的风险[11]袁 为有效降低风险应采取用

户接入认证[12]尧 用户分级和非法用户入侵防御等安全

管理措施遥 现阶段常用的安全措施包括院 ① 配置

802.1X尧 Portal尧 Radius 等认证服务器实现对接入用户

的识别和审计袁 从源头上加强用户准入管理曰 ②针对

用户角色袁 如图书馆工作人员尧 读者和临时访客等接

入用户划分 VLAN 和 SSID袁 通过设置不同权限实现精

细识别 曰 ③ 使用 MAC 地址绑定 尧 IP 地址过滤 尧
WPA/WPA2 加密等基础手段提高安全防御袁 据了解目

前国外研究人员已成功使用椭圆曲线伪随机数发生器

渊BBS-ECPRNG冤 算法生成比 WPA2 更难以被破解的

密码[13]袁 并有望在将来的无线路由器产品中加以应用曰
④通过上网行为管理软硬件产品提供的防共享技术和

非法 Wi-Fi 热点识别技术侦测网络攻击袁 识别并封堵

非法用户袁 实现主动防御遥
带宽是影响 Wi-Fi 接入用户体验效果的直接因素袁

应考虑提高互联网出口总带宽袁 采取独立千兆光纤接

入或提高单用户接入速度等措施优化无线网络服务质

量遥 在准入策略上应提供更丰富的用户认证方式如读

者证尧 身份证尧 短信尧 二维码等袁 进一步提高接入灵

活性遥

3 图书馆 Wi-Fi 智能应用场景及模式

研究

经过对 Wi-Fi 技术近 20 年的探索和应用袁 包括公

共图书馆尧 高校图书馆尧 行业图书馆等在内的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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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书馆 Wi-Fi 网络架构

Fig.1 Library's Wi-Fi network architecture

益性服务机构尧 教育机构和商业机构都在不断推动

Wi-Fi 和物联网尧 GPS尧 大数据尧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

合应用中做出了大量尝试袁 以不断挖掘其在知识服务

和智能管理领域的深层应用价值遥
3.1 创新图书馆知识服务场景

范并思教授认为信息技术是过去 20 年图书馆事业

发生巨变的决定性推动力量之一 [14]袁 新技术应用使数

字化尧 移动化尧 自助化的知识服务发展为更具活力和

核心价值的图书馆主流服务模式遥 基于 Wi-Fi 接入的

移动式阅读因具有用户泛在化特性袁 为全民阅读推广

提供了新的服务思路[15]袁 进一步丰富了图书馆知识服

务内容遥

3.1.1 更灵活的移动阅读

Wi-Fi 凭借其移动互联特性助力图书馆更灵活地开

展移动型数字阅读服务遥 读者以往在电子阅览室尧 数

字体验区等固定场地的视听尧 阅览体验常常受开放时

间尧 空间尧 设备和座位数量等条件限制袁 在 Wi-Fi 网

络环境下读者可以选择使用图书馆提供或个人自带的

移动阅读设备更加灵活便捷地进行数字阅读遥 国家图

书馆尧 太原市图书馆等国内多家图书馆均开通了电子

书阅读器外借和数字资源免费下载服务袁 读者可选择

租借图书馆提供的预装有数字资源的手持电子书阅读

器袁 或使用手机尧 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免费下载使用

数字资源遥 通过稳定尧 快速的无线网络接入营造移动

式数字阅读环境袁 打破读者以往只能在图书馆固定区

无线终端

核心层

汇聚层

无线接入

无张覆盖

出口路山

防火墙

核心层交换机

汇聚层交换机

PoE 交换机

AP

上网行业管理
LB 渊负载均衡冤
IDS/IPS 渊入侵检测 / 入侵防御冤
ACG 渊应用控制网关冤

AC 渊Portal 服务器冤
Radius 服务器

STA
智能手机 pad 电子书阅读器 笔计本电脑 导航机器人 阅读机 Wi-Fi 耳机 OPAC

视频投屏 智能书架
图书馆智能盘点

便携式图书管理系统 AR 可穿戴设备

运营商 1 运营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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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才能进行数字阅读的限制袁 进一步丰富了读者的阅

读体验遥
3.1.2 更准确的文献定位

以往读者和图书管理员需要根据索书号或排架号

寻找在架目标文献袁 查找效率低袁 而通过 RFID 标签识

别尧 GPS 和 Wi-Fi 定位等技术融合袁 在文献阅览室尧
书库等过去较难进行文献精确查找的大面积区域实现

文献的准确定位袁 不仅有效解决了图书架位布局受限

和布线复杂等问题袁 而且大幅提高了工作人员图书盘

点和排架的工作效率遥 目前基于 Wi-Fi 的图书智能定

位导航系统已在图书馆投入应用袁 比较典型的有北京

联合大学图书馆研发的图书智能定位系统[16]袁 该系统

利用 RFID 图书信息采集系统读取在架图书的状态数

据袁 经 Wi-Fi 同步至图书管理系统数据库袁 实现图书

智能定位和无线书联网袁 帮助读者和工作人员更加快

速准确地寻找到目标文献遥 在 Wi-Fi 接入环境下读者

还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实时获取图书馆发布的动态信息袁
如文献借阅排行尧 在架图书信息尧 流通统计尧 阅览自

习室座位使用率等实时数据袁 更加快捷尧 高效地利用

图书馆资源遥
3.1.3 更智能的人机交互

少年儿童尧 老年人和残障读者是图书馆特别重视

的服务群体遥 为该群体提供更具吸引力和关怀力的引

导尧 辅助式阅读服务是体现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的有利举措袁 基于 Wi-Fi 的移动智能服务能够更方

便地引导低龄尧 老龄和残障读者完成自助阅读袁 体现

图书馆的人文关怀遥 例如天津图书馆尧 萧山图书馆尧
西南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均使用了智能服务机器

人为读者提供问路指引尧 图书检索尧 知识问答等丰富

的互动功能曰 西南大学图书馆则面向特殊群体如残障尧
视障读者提供了可安装在轮椅和盲人拐杖等工具上的

一键式无线通信设备[17]袁 极大改善了自助阅读条件遥
3.1.4 更便捷的移动支付

截至 2020 年 3 月袁 中国手机支付用户数量已超过

7.65 亿袁 占手机网民的 85.3[18]袁 移动支付规模居全球

第一遥 借助支付宝尧 微信等移动支付平台收取押金尧
文献逾期尧 图书赔偿尧 文印和代检代查委托等有偿服

务费用袁 通过免现金支付形式简化读者缴费服务袁 成

为目前图书馆行业的主流结算形式袁 如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移动认证与支付的图书馆自助文印平台 [19]袁 使用

野移动认证冶 + 野移动支付冶 的运营模式节省读者刷卡

认证和人工支付等环节袁 成为 Wi-Fi 在智慧图书馆自

助服务中的典型应用遥
3.1.5 更便民的延伸服务

在 Wi-Fi 全覆盖环境下袁 通过无线路由器和自助

阅读机的简单组合即可解决图书馆下属各级文化服务

场所纸质馆藏量受限和服务模式单一等问题袁 更好实

现图书馆总分馆模式下数字资源借阅服务的全面覆盖遥
如天津市和平区图书馆在各商业网点内设置的数字阅

读机可通过 Wi-Fi 连接至图书馆云端服务器袁 实时更

新数据库资源袁 读者仅需扫描二维码即可实现纸质图

书借还和电子资源下载阅览袁 通过这种小尧 快尧 灵的

数字服务模式进一步提高图书资源流通效率袁 拓宽图

书借阅服务渠道 渊表 2冤遥
3.2 完善图书馆智慧管理模式

李彩宁[20]认为智慧型图书馆应以秉承图书馆基本

职能与核心价值为前提袁 依托信息技术袁 利用互联尧
感知等智能化技术深入挖掘用户信息资源袁 在不同应

用场景下提供更为精准化的服务袁 通过不断优化业务

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袁 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遥 随着移动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配套 STA 产品的市场普及袁 移

动互联数据已在图书馆行业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

价值袁 较之 4G尧 5G 的高资费和信号覆盖差等劣势袁
Wi-Fi 的免费接入和全覆盖能吸引更多读者来到图书

馆袁 成为获取移动互联数据的最直接途径遥
3.2.1 基于移动数据的决策分析

自 2013 年以来图书馆行业开始认识到无线网络带

来的大数据方面的价值[21]遥 融合 RFID 和 Wi-Fi 技术袁
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移动用户数据逐渐成为智慧无线网

络的重要价值体现遥 Wi-Fi 精度高尧 范围广尧 速度快[22]

的特点比蓝牙尧 红外线等室内定位技术更适用于图书

馆场景内的移动定位遥 Wi-Fi 无线网络全区域覆盖则进

一步方便了到馆读者的无障碍接入袁 通过 RFID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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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等技术采集文献实时在架状态尧 读者活动轨迹尧
STA 设备信息等移动大数据袁 对采集到的各种不同类

型的数据进行关联尧 分析袁 帮助图书馆管理者合理调

整馆藏文献资源和服务空间布局袁 为图书馆实施精准

化服务提供客观的策略指导袁 成为 Wi-Fi 又一极富潜

力的应用遥 例如韩国学者通过追踪读者在公共图书馆

使用 Wi-Fi 行为袁 发现基于 Wi-Fi 信号数据的空间模式

分析[23]比以往的观测方法能更有效提高图书馆空间利

用率遥 国内研究人员借助基于 Wi-Fi 信号强度指示数

据的卷积神经网络将稳定误差 1.5m 以内的定位精度提

升至 85%[24]袁 上述分析思维和精确定位方法都将对图

书馆 Wi-Fi 创新应用带来启迪遥
3.2.2 基于移动数据的用户画像

作为移动互联网重要的流量入口袁 Wi-Fi 网络长时

序号 图书馆 Wi-Fi 应用 实现的功能 关键技术 成效和意义 

1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

馆 

互联网接入、图书馆内部

网络管理 

用户自动注册、网络资

源使用、入网用户管理 

AP、无线控制器（WNC）、

无线管理系统（WNMS） 

实现无线网络接入安全和管

理 

2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

研究院、北京邮电

大学图书馆 

智能图书馆示范系统 图书自动盘点、感知型

OPAC、基于位置的推送

服务 

J2EE、RFID+Wi-Fi+Zigbee

感知定位 

为读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提

供智能图书馆体验环境，为开

发和部署基于物联网的智能

图书馆提供策略指导 

3 国家图书馆 手持电子书阅读器外借

服务 

电子书阅读、资源免费

下载 

Wi-Fi 实现馆内外移动数字阅读 

4 太原市图书馆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借

阅服务 

电子书离线阅读 Wi-Fi 实现馆内外移动数字阅读 

5 北京联合大学图书

馆 

无线书架系统、图书智能

定位系统 

图书定位、三维实时导

航 

RFID、Wi-Fi 实现无线书联网图书管理系

统、图书智能化管理，创新读

者服务模式和馆员工作效率 

6 天津图书馆、萧山

图书馆 

导航机器人 馆内位置导航、信息查

询、语音问答 

Wi-Fi 以适合少儿读者的方式开展

阅读推广服务 

7 西南大学图书馆 一键式无线信息传输系

统 

文字信息显示、远程控

制 

Wi-Fi 为丧失语言能力和无法使用

电子设备的残障读者提供自

助阅览服务 

8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

馆 

图书馆新版自助文印平

台 

自助打印、复印、扫描 jAccount 认证、Wi-Fi 拓展移动认证和移动支付多

样性，完善智慧图书馆自助服

务体系 

9 武汉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读者行为采集分

析平台框架 

读者阅读行为分析 Wi-Fi  创新图书馆管理和读者个性

化服务模式；优化配置图书馆

资源，提升竞争力 

10 天津图书馆 知识发现系统模型 读者行为数据采集、用

户画像 

JAVA Script、Wi-Fi 提高图书馆资源利用率，提升

知识服务效能 

1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图书馆 

便携式图书管理系统 图书智能定位、书目信

息精确查询、读者自助

上架、图书盘点 

C 语言、嵌入式 Linux 操作

系统、RFID 技术、Wi-Fi 

操作简单，便于携带，推动实

现全面的无线联网图书管理

系统，有较高推广应用前景 

12 天津市和平区图书

馆 

数字阅读机 图书馆漂流借还、电子

资源全文下载 

Wi-Fi 拓展图书馆服务渠道，丰富阅

读形式 

 

表 2 图书馆 Wi-Fi 应用

Fig.2 Library's Wi-Fi applications

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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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尧 高频次和低门槛的接入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用户使用黏性袁 使其成为图书馆获取读者行为数据的

有效途径遥 通过采集 STA 信息袁 将 MAC 地址数据尧
读者身份数据尧 文献借还数据尧 知识搜索行为数据和

位置活动数据等多维度交叉数据深入融合袁 利用大数

据分析推断和预测读者利用知识信息的特征和规律袁
作出可视化描述袁 生成更为完整细致的用户画像袁 有

助于进一步构建以用户为中心的数字图书馆知识发现

体系袁 实现图书馆个性化尧 精准化信息服务遥
3.2.3 基于 Wi-Fi 的移动图书管理

Wi-Fi 网络能够帮助图书管理员突破工作位置固

定尧 管理方式单一的条件限制袁 实现文献的跨区域移

动式管理遥 例如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基于 Wi-Fi

的便携式图书管理系统[25]能有效协助工作人员完成文

献定位尧 实时盘点尧 智能排架和移动借还等图书流通

管理工作袁 该系统还具有提示并引导读者将已归还或

阅毕的文献即时自助上架的功能袁 帮助读者养成阅后

即归还尧 还完即归架袁 方便他人查找使用的良好阅读

习惯袁 在提升公共阅读素质方面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

用遥

4 对图书馆 Wi-Fi 智能应用的再思考

通过对国内外基于 Wi-Fi 技术智能应用的研究发

现袁 图书馆行业对 Wi-Fi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力度还有

待进一步加强袁 相当一部分图书馆还存在重理论轻应

用袁 重示范轻推广的现象袁 有些图书馆虽然比较重视

Wi-Fi 网络的建设和管理袁 却仍停留在互联网访问的浅

层应用阶段袁 并没有对 Wi-Fi 的智能应用进行深入研

究袁 有些图书馆虽然开发出像文献定位尧 架位导航尧
人机交互和移动数据采集等示范型应用或创新型设计袁
但未能将这些小规模尧 零散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成熟的

产品并在行业内加以大面积宣传推广袁 Wi-Fi 创新型应

用的星星之火尚难以发展为燎原之势袁 因此图书馆今

后应大力巩固和优化 Wi-Fi 技术研究成果袁 不断从其

他行业最新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先进应用经验袁 加强自

身 Wi-Fi 技术成果的分享和推广应用袁 使 Wi-Fi 蕴含的

技术应用潜力在知识服务和智慧管理领域得到新一轮

挖掘和释放遥 Wi-Fi 在其 20 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展

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袁 在当前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良好

科技生态环境下袁 Wi-Fi+APP尧 Wi-Fi+O2O尧 Wi-Fi+ 大

数 据 尧 Wi-Fi+ 二 维 码 尧 Wi-Fi+GPS尧 Wi-Fi+RFID尧
Wi-Fi+5G尧 Wi-Fi+ 设备租赁等 野Wi-Fi+冶 模式或大行

其道袁 或初露锋芒袁 笔者相信随着计算机通信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袁 Wi-Fi 将会以更智能的接入方式尧 更安全

的管理手段尧 更优质的用户体验和更丰富的应用场景袁
为完善图书馆智慧服务体系创造出更新尧 更大尧 更可

持续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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