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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情景感知服务研究综述∗ ∗

袁　 静

摘　 要　 情景感知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国外研究蓬勃发展，理论

成果丰富，学术活动活跃，紧密结合实践，研究内容涉及情景建模、系统框架、情景感知应用、情景感知推

荐系统等多个方面，实践应用包括电子商务、新闻与广告推荐、电影与音乐推荐、电子旅游、移动学习、图
书馆服务等多个领域；国内实践应用初步开展，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领域关于情景感知服务系

统模型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与图书情报领域关于个性化服务的研究。 研究发现，图书馆情景感知服

务机理与运行、服务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性研究较少，用户体验与用户接受行为、情景感知服务质

量、情景感知服务能力、用户认知心理数据的采集与获取等是图书馆领域未来研究需要推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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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景（Ｃｏｎｔｅｘｔ），也称情境、上下文，是指用于

描述一个实体所处状态的任何信息，包括实体的

位置、时间、周围环境、活动和偏好等。 利用情景

信息向用户提供适合当前情形的信息或服务就

是情景感知（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服务。 它通过自动感

知用户当前所处的情景信息（如人物、地点、时间

和任务等）自动获取和发现用户需求，建立一种

自适应调整机制，提高服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是
协助信息服务系统提高性能和质量的重要支持

手段和方法［１］ 。 移动环境下，用户所处“情景”的
动态变化特性使得用户在不同时间、不同位置、面
临不同任务时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基于用户情景

变化提供个性化的服务，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都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综合分析国内外情景感知服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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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研究现状，发现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能够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思路与方向，从而

推进情景感知服务的深入发展。

１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情景感知服务的研究蓬勃发展，总
体来说，理论成果丰富，学术活动活跃，研究内容

全面，紧密结合实践，应用领域广泛。

１ １　 国外情景感知服务理论研究

１ １ １　 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活跃

国外关于情景感知服务的理论研究主要集

中在情景获取、情景建模和系统框架、情景感知

应用、情景感知推荐系统等方面，并且取得了丰

富的理论研究成果。
情景感知服务的关键问题之一是如何准确

地获取、描述用户的动态情景信息，而用户的注

意力行为能很好地反映其动态情景信息。 为了

描述用户在不同情景下的动态行为，注意元数据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ＡＭ） 与情景化注意元数据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 ＣＡＭ）受到了

学者的广泛关注。 美国计算机协会在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举办了四届情景化注意元数据会议。
注意元数据是指描述用户的注意力行为的元数

据，包括用户的搜索、点击、浏览、下载、复制等各

种行为，在用户主导的 ｗｅｂ２ ０ 环境下，还包括用

户的上传、输入、评论等行为。 用户注意元数据可

以从服务器端收集，也可以从各种应用软件上获

取，收集过来的各种数据经过融合、处理后，以一

种通用的格式存储到管理仓库中以备使用。 Ｗｏｌ⁃
ｐｅｒｓ 等人［２］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提出一个用

于捕捉和管理情景化注意元数据的框架，该框架

能够收集、融合用户对内容的关注及其相应的情

景数据，并能反映用户、用户情景、工作内容之间

存在的关系，他们用一个简单的 ｄｅｍｏ 应用展示

了如何从几种工具上收集情景化注意元数据、数
据流如何融合进仓库、以及数据之间存在什么样

的关系。
情景模型构建与系统框架也是情景感知服

务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关于情景建模的方法与

框架，Ｓｈｅｎｇ 等提出了一种基于 ＵＭＬ 的面向情景

感知的 Ｗｅｂ 服务的建模语言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ＭＬ［３］ ，Ｈｏｎｇ
等对基于本体的情景建模进行了深入研究［４］ ，另
外还有关于键值对模型、图模型、面向对象模型以

及逻辑模型的研究。 情景感知系统框架的研究成

果相当丰富：Ｄｅｙ 提出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ｏｏｌｋｉｔ 系统架构

由 Ｗｉｄｇｅ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ｏｒ 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四个

组件组成，分别负责情景信息的收集、解释、融合

等［５］ ；Ｇｕｅｒｍａｈ Ｈ 等提出一个基于本体的情景感

知服务架构，重点研究了情景元模型的建立和推

理过程，并探讨了情景感知环境下服务自适应中

语义方法的应用［６］ ；Ｇａｉａ 是为了简化创建智能空

间的应用程序而设计的，包含一系列核心服务和

一个用户创建分布式情景感知应用程序的框

架［７］ ；ＡＣＡＩ 是一个基于多代理的框架，主要包括

情景管理器代理、协调者代理和本体代理三个核

心代理以及情景提供者代理等［８］ ；ＳＯＣＡＭ 是一个

面向情景感知服务的系统框架，该框架能够高效

支持情景的获取、发现、解释和访问等［９］ 。
关于情景感知推荐系统以及情景感知服务

应用的研究也是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这方面的

学术会议活动非常活跃。 ＡＣＭ“推荐系统年会”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举办“情景敏感推荐系统专题研讨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ＡＲＳ），对推荐系统领域中的

情景建模技术、情景依赖推荐数据集、识别情景数

据的算法、融入情景信息的推荐算法等进行探讨。
２０１１ 年，在美国举办的“情景感知检索与推荐专

题会”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ａｗａｒｅ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ＣａＲＲ）重点关注情景感知建模、
聚类、检索、推荐、协同过滤等主题。 ＣａＲＲ２０１５ 与

“欧洲信息检索会议”（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一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广泛关注信息检索与推荐系统中的情景概念，
旨在吸引人机交互（ＨＣＩ） 、机器学习、信息检索

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共同讨论提升检索性能

与推荐结果的新方法。 ２０１１ 年的“情景感知电

影推荐年会” （ ＣＡＭＲａ２０１１） 与 “ 推荐系统年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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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ＲｅｃＳｙｓ２０１１）一起举办，对基于情景感知的

电影推荐研究中存在的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另外，还有“无线传感网络下情景敏感计算应用

和服务会议”（ＣＡＣ－ＷＳＮ）等，对情景敏感服务的

开展与应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１ １ ２　 研究内容全面，理论探讨深入

情景感知服务在电子商务、移动计算、信息

检索、信息推荐等多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研

究。 Ｓａｔｏｈ Ｉ 提出情景感知服务在实验室层面的研

究和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有很大差别，指出现实中

实施情景感知服务面临的一系列共性问题并进行

了分析，探讨了从博物馆等现实公共空间实施情

景感知服务试验中得出的经验，并给出了相应的

解决办法［１０］。 Ｋｉｍ 等提出的新型个性化推荐系统

通过获取用户的位置、时间、身份、需求类型等情

景信息提高了广告服务的满意度和精确度［１１］。
Ｋｗｏｎ 等创建的 ＮＡＭＡ 原型系统通过用户情景、用
户描述等信息为电子商务购买者推荐个性化信

息［１２］。 Ｈｏｎｇ 等将情景感知系统分为基础研究层、
网络层、中间件层、应用层和用户基础设施层，提
出在情景感知计算基础上利用情景历史提供个性

化信息服务的框架并构建了原型系统［１３］。 Ｃｈａｎｇ
等提出一个图书馆服务的新概念，称为“集成化的

情景感知图书馆服务”，并提出了情景感知图书馆

系统架构的 ９ 个组成部分［１４］。 Ｋｉｍ 等将情景感知

与个性化推荐用于个性化健康服务系统，实现了

协同过滤与情景感知的结合［１５］。 Ｃｈａｍｐｉｒｉ 等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之间数字图书馆信息推荐中所使用

的情景信息和方法进行了综述，指出推荐系统中

使用的情景信息可以分为用户情景、文献情景、环
境情景三类，并强调了从用户角度研究情景概念

的必要性，讨论了数字图书馆情景感知推荐系统

有效设计和实施的方法，指出了学术推荐系统未

来的研究建议［１６］ 。
一些学者对情景感知推荐系统与方法、以及情

景感知检索的研究也比较深入。 如，Ａｄｏｍａｖｉｃｉｕｓ 等

人详细阐述了包含情景信息的多维推荐系统的

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引入情景匹配的联合推荐算

法，并开发了电影推荐的原型实验系统［１７］ 。 Ｓｕ

等提出的 ｕＭｅｎｄｅｒ 音乐推荐系统综合利用情景信

息、音乐内容和相关用户评分等，通过对音乐内容

特征进行两层聚类分析，并根据情景相似性划分

不同的用户群组，从而推荐适合用户及其情形的

音乐［１８］ 。 Ｌｅｅ 等提出一种基于地理位置的旅馆

推荐系统，其推荐过程通过构建决策树来对目标

旅馆进行评分，在特定地理情景下为旅客提供有

效的信息服务［１９］ 。 Ｇａｖａｌａｓ 等利用相似旅游者的

信息，结合情景信息（用户的位置、时间、天气状

况、已参观景点等），基于协同过滤算法进行推

荐［２０］ 。 Ｙａｐ 等认为用户情景是描述用户兴趣模

型的重要属性特征，并通过构建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网络模

型来动态预测用户真实情景和偏好，从而在复杂

的移动网络情景下提高推荐服务的准确度［２１］ 。
Ｌｅｅ 和 Ｋｗｏｎ 提出了基于用户在线社会网络的情

景感知信息检索排序算法，首先根据用户当前情

景标签计算在线社会网络中各成员的情景相似

度，以此确定适合用户当前情景的候选成员，然后

在结果排序中将候选成员标注的资源赋予更大

的权重［２２］ ，这实际上利用的是协同推荐的思路。
Ｍａｄｋｏｕｒ 等提出基于模糊集合的情景感知检索模

型，综合考虑功能性情景（包括用户的身份、所处

时间与地点、当时活动等）与非功能性情景信息

（包括偏好、经验、情感、文化、社会等）的影响来

对所需的服务进行选择与排序，对不完整与不确

定的情景信息采用模糊集合的方法处理［２３］ 。 由

此可以看出，为了保证移动环境下个性化检索与

推荐的质量，情景信息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

不同的应用需要考虑的情景要素也不尽相同。
Ａｂｄｅｓｓｌｅｍ 等研究发现，移动用户对基于位置服务

的配置同时受周围人员与位置情景的影响，而不

受时间情景的影响［２４］ 。 Ｓｈｉｒａｋｉ 等研究发现位置、
时间和天气对移动推荐系统存在不同的影响程

度，在考虑多维情景推荐时，需要确定哪些情景对

推荐系统是有重要影响的［２５］ 。

１ ２　 国外情景感知服务实践应用

情景感知服务在电子商务、新闻推荐、移动广

告、电影与音乐推荐、电子旅游、移动学习、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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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领域的应用都已得到深入开展。 如，
Ｃａｎｔａｄｏｒ 等设计实现了新闻推荐系统 Ｎｅｗｓ ＠
ｈａｎｄ，将情景信息同时引入用户偏好提取和推荐

生成过程，在给定时间单元内为用户提供相关的

新闻信息［２６］ 。 移动互联网新闻推荐系统 Ｍｏｎｅｒｓ
综合考虑新闻的重要性、时效性和用户的偏好，
向移动用户推荐新闻［２７］ 。 为满足移动用户的信

息需求，ＬＢＳＲＭ 原型系统通过整合基于位置的服

务与个性化推荐生成移动推荐服务［２８］ 。 Ａｐｐｌａｕｓｅ
是基于位置情景的个性化移动应用推荐程序［２９］ 。
Ｗｏｅｒｎｄｌ 等混合基于内容、基于知识和基于协同

过滤的情景感知推荐方法，根据位置、加油站信

息、剩余汽油量等情景因素，实现了加油站推荐

系统［３０］ 。 Ｃｏｌｏｍｂｏ－Ｍｅｎｄｏｚａ 等提出电影推荐系统

ＲｅｃｏｍＭｅｔｚ，它是一个基于语义网技术的情景感

知移动推荐系统，该系统综合利用位置、时间和

用户，采用基于本体的建模方法，开发出一个多

平台的原始移动用户界面以便平衡不同移动设

备的硬件功能，向用户推荐“电影院、电影、放映

时间”等信息，系统评估结果显示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ｔｚ
所使用的推荐机制的效率和有效性［３１］ 。 面向电

子旅游服务的情景感知推荐实用系统 ＣＯＭＰＡＳＳ
首先根据用户周围情景发现一些相匹配的项目

（如餐馆、商店、博物馆、电影院等），然后将这些

项目发送到推荐引擎，生成推荐结果后显示给用

户［３２］ 。 Ａｄｏｍａｖｉｃｉｕｓ 等提出一种旅游推荐系统，
该系统结合了前置情景过滤、后置情景过滤和建

模进行情景感知推荐，基于不同的位置和季节给

出不同的度假选择［３３］ 。 Ｓｅｒｇｉｏ Ｇｏｍｅｚ 等提出一

个情景感知自适应个性化移动学习系统 ＵｏＬｍＰ
以支持半自动的自适应学习活动，该系统能够自

适应地提供不同的教育资源、工具和服务以便支

持学习活动的开展，初步的评估结果证明这种自

适应能够促进学生成功地完成特定情景下的学

习活动［３４］ 。 在图书馆服务领域，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的 Ｈａｈｎ 教授带

领团队开发出基于位置感知的推荐服务系统项

目 Ｍｉｎｒｖａ Ａｐｐ，该 Ａｐｐ 采用 Ｅｓｔｉｍｏｔｅ ｂｅａｃｏｎｓ 技

术，通过交互地图发现用户所在位置附近的相关

资源和受欢迎的书籍，进而向用户推荐并提供获

取具体资源的方向指引［３５］ 。 笔者在访学期间曾

就该项目与 Ｈａｈｎ 教授进行过深入交流，并亲自

体验了该 Ａｐｐ 的实时推荐功能。 总之，情景感知

服务本身所具有的普适性与个性化特征使其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在很多实践领域都有一

些典型的应用。

２　 国内研究综述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成果总量偏少，
理论探讨相对薄弱，实践应用初步开展。 在实践

应用方面，阿里巴巴、豆瓣网、当当网等研发了基

于位置、时间等的情景感知推荐系统；中科院图书

馆在图书馆界首次开展 ９－９ 的实时咨询服务，采
用页面共览、嵌接和情景敏感等技术，将咨询服务

全程嵌入用户环境和流程之中［３６］ 。 在理论研究

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领域关于情景

感知服务系统模型的研究、以及电子商务与图书

情报领域关于个性化服务的探讨。

２ １　 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在计算机领域，关于情景感知服务系统的模

型构建，王曙宁、俞建新分析了上下文感知系统的

组成模块，借鉴软件方法学中的快速原型思想，通
过本体标记语言 ＯＷＬ 给出了系统中感应模块搭

建的实例［３７］ 。 万亚红等在分析情境感知计算系

统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并改进了系统开发模型

ＣＴＫ，提出基于主动推理的系统框架 ＡＣＴＫ［３８］ 。
战照鹏等介绍了一种应用语义 Ｗｅｂ 技术开发上

下文感知系统的新架构，利用本体达到对域内上

下文的准确和一致理解，满足系统的分布式开发

和组件复用的要求［３９］ 。 岳玮宁等提出一种上下

文感知和调度策略，并建立了一个基于上下文感

知的智能交互系统结构模型［４０］ 。 陈媛嫄、刘正捷

提出了基于活动的情境感知模型，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基于活动的情境感知系统交互设计

方法［４１］ 。

２ ２　 电子商务领域的研究

在电子商务领域，潘旭伟等针对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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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用户需求获取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较差、自适应

性不够等问题，提出采用基于情境感知和本体的

方法来实现信息服务的自适应个性化［４２］ ，构建了

情境感知的个性化服务体系框架，并通过实例说

明了体系框架的具体应用［４３］ 。 周莉等构建了情

境感知的电子商务个性化信息服务框架，以及商

品信息本体模型和用户情境本体模型，提出了情

境感知的信息服务个性化匹配算法，分析了其服

务模式并给出了具体实例［４４］ 。 陈天娇等针对移

动商务用户接受问题，在技术接受模型 ＴＡＭ 的基

础上结合情景感知服务的特性，提出了移动商务

中情景感知服务的用户接受模型，并进行了实证

分析［４５］ 。

２ ３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

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

方面：（１）情景感知服务模式研究。 焦玉英等分

析了情景模型的构建，以及基于情景模型的数字

图书馆个性化服务提供方式［４６］ 。 姚宁等研究了

智慧图书馆情景感知微服务模式的构建及实现

过程［４７］ 。 （２）情景感知服务系统研究。 李书宁

提出了用户情景敏感数字图书馆中间件系统框

架，根据数字图书馆的特殊实践需要确定了用户

情景敏感服务所要描述的五大类情景，利用 ＯＷＬ
对这些情景进行本体建模，并对情景模型的初建

和更新进行了探讨［４８］ 。 张剑提出情境感知图书

馆服务系统的框架及实施流程［４９］ 。 胡文静等构

建了基于情景感知的数字图书馆系统架构，包括

情景信息层、情景感知环境层以及情景感知服务

层 ３ 个层次［５０］ 。 （３）情景感知服务应用研究。 洪

跃等建立了用户情境模型系统，并介绍了此模型

在学科化服务中的具体应用［５１］ 。 周玲元提出图

书馆情境感知服务模型，总结归纳了图书馆情境

感知服务的应用现状，并提出服务应用的相关改

进对策［５２］ 。 （４）情景感知推荐系统模型与推荐

方法研究。 杨君等构建了基于推荐函数情景化

的多维信息推荐系统模型，研制了基于推荐函数

情景化的多维信息推荐算法，并通过实验验证了

该算法的高效性与优越性［５３］ 。 黄传慧构建了基

于“情境感知－目标用户－资源协同驱动”的推荐

模型，并详细介绍了图书馆学术信息推荐系统的

设计与实现［５４］ 。 张帅等利用情境感知技术和数

据挖掘技术，提出一种基于情境感知的高校移动

图书馆个性化推荐模型［５５］ 。 洪亮等设计了一种

基于情境感知的移动数字图书馆个性化资源推

荐方法，基于相似用户有相似选择的考虑，引入角

色的概念模拟用户兴趣选择，设计一种有效的

ＷＳＳＱ 算法来构建用户信任网络，由此给出改进

的情境感知推荐方法，并在扩展的 Ｅｐｉｎｉｏｎ 数据集

上进行仿真实验［５６］ 。 胡慕海等提出基于信息熵

度量读者的情境敏感性，基于情境敏感度对读者

进行相似性比较，并利用这种比较扩展了协同过

滤算法，该方法为移动数字图书馆具备情境敏感

的能力、提高知识推荐的准确性提供了一种新的

途径［５７］ 。 曾子明针对数字图书馆领域，提出用

“情境熵”来度量读者对不同情境属性的情境感

知度，在此基础上结合传统的协同过滤技术，提出

了一种基于情境感知的信息协同过滤推荐方法，
实验证明该方法具有有效性，能够较好地为读者

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推荐服务［５８］ 。 之后，曾子明等

又提出一种基于情景感知的移动阅读个性化信息

推荐模型，利用情境条件熵计算不同情景属性的

权重，将其与传统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相结合［５９］。
由上可知，图书情报领域关于情景感知服务

的研究涉及到了服务模式、服务系统、服务应用、
服务推荐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关于服务推荐系统、
推荐模型、推荐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多。

２ ４　 其他领域的研究

除了以上领域，在情景感知信息检索、情景感

知智慧校园、情景感知泛在学习与教学、情景感知

智能家居等方面也有相应的研究。 情景感知信息

检索方面，如，张屹等针对如何在合适的时间、以
合适的方式、提供给使用者合适的资源这一问题，
提出了基于情境感知的资源检索模型，并结合实

例分析了模型的工作流程［６０］ 。 情景感知智慧校

园方面，蔡苏等基于增强现实（ＡＲ）、位置服务和

移动计算等技术，以 Ａｎｄｒｏｉｄ 手机平台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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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并实现了地理导航与文化浏览一体化的校

园导览系统［６１］ 。 情景感知泛在学习与教学方面，

赵海燕等建立了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环境中的情境信息本

体模型，对采集到的情境信息进行推理后，采用

资源调度控制算法调用相应的学习资源，及时地

向学习者提供服务［６２］ 。 付志文等设计了一个用

于支持农学专业教学实践的智慧化移动教学系

统，该系统通过 ＬＢ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感知

学习环境并推荐相应的学习资源，为学习者开展

移动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支持［６３］ 。 李晓东等借助

翻转课堂模式和情境感知技术建构了一个无缝

连续的学习环境，并开展了大学英语课程的实证

研究［６４］ 。 情景感知智能家居方面，韩淑君探讨情

境感知在智能家居设计中的应用方法，站在用户

体验的角度对智能家居设计要点及其新趋势进

行预测，意图在智能家居与人之间建立更加人性

化的互动［６５］ 。

３　 图书馆情景感知服务的未来研究

情景感知服务具有智能性、主动性、情景自

适应性等特征，它能根据用户动态情景的变化提

供相应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服务，能够有效地支

持用户移动、泛在学习活动的开展，因此近年来

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应用领域

也较广泛。 以图书馆领域而言，在用户动态化、多

维化、情景敏感化需求的驱动下，利用情景信息

提供相应服务受到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图书馆

情景感知服务的应用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 但

是，目前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仍有不足，情景

感知服务机理与运行、图书馆情景感知服务建设

与管理等方面的系统探索有待进一步加强。 因

此，应全面、深入地研究图书馆情景感知信息服

务理论，构建系统的服务模式和体系，开发相应

的服务平台，实现图书馆服务的实时性、个性化、
动态性，切实提升用户服务质量；此外，情景感知

服务的有效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应构

建相应的服务体系、服务平台和保障机制之外，
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 笔者以为以下

四个方面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推进方向。
（１）用户体验与用户接受行为研究。 移动性

是情景感知服务的核心，这就使得用户必然会处

于复杂的情景之中，因此如何提升用户使用移动

设备接收信息服务的实际体验，以及提高用户对

情景感知服务的认可程度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

的内容。 情景感知服务是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用户的采纳与持续使用行为，
因而用户对情景感知服务的认知与接受程度将

直接影响服务实践的开展，是衡量情景感知服务

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准。 因此，从用户体验的视

角，借鉴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中已有的用户接受模

型理论，构建适用于情景感知服务的用户接受模

型，深入探讨用户对情景感知服务的采纳意向、
接受程度、行为态度和主导因素，研究用户的接

受行为与持续使用行为，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的问题。
（２）情景感知服务质量研究。 保证服务质量

是提高用户满意度的关键环节。 传统图书馆服务

质量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然而关于情景感知服

务质量的研究则比较匮乏。 相比传统的信息服

务，情景感知服务质量的影响因素复杂多变、识别

困难，而且具有动态性特征，因此，详细研究情景

感知服务质量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以及管理控

制，建立服务质量优化与控制体系等都是未来研

究的重要内容。
（３）情景感知服务能力研究。 目前，关于图

书馆情景感知服务能力及评价的研究非常少，而
服务能力往往决定服务水平，因此提升情景感知

服务能力、构建服务绩效评价体系等是后续需要

关注的内容。
（４）用户认知心理数据的采集与获取研究。

目前，情景感知服务获取的情景信息主要是一些

外部数据和用户活动信息，如时间、地点、物理环

境、网络状况、工作任务、活动目标等，对于用户的

认知心理情景数据获取不足。 事实上，用户的认

知对个性化服务的选择至关重要，获取用户认知

心理数据对于提高用户满意度非常重要，但现有

研究没有涉及太多这方面的内容。 情景数据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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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计算复杂，情景感知服务不仅与用户、情景和

资源紧密相关，而且与心理学、行为决策等关系

密切。 因此，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开展跨领

域交叉研究，采集更多用户心理和认知情景数

据，识别并满足用户情景偏好等等，也是需要进

一步研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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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 ．［２０１７－６－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ｄｏｃ８８．ｃｏｍ ／ ｐ－
３３７７１８３５８５５２７．ｈｔｍｌ．

２５ Ｓｈｉｒａｋｉ Ｔ， ｅｔ 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ｍｏｄ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ｒｓ［Ｃ／ ＯＬ］．［２０１７－６－２０］．ｈｔ⁃
ｔｐ： ／ ／ ｓｕｎｓｉｔ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ｋ． ｒｗｔｈ －ａａｃｈｅｎ． ｄ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ＣＥＵＲ－ＷＳ／ Ｖｏｌ－７９１／ ｐａｐｅｒ６．ｐｄｆ．

２６ Ｃａｎｔａｄｏｒ Ｉ，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 Ｐ．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ｎｅｗ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Ｃ／ ＯＬ］．［２０１７－０６
－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ｄｓ． ｃｓｏｍ． ｕｍｎ． ｅｄｕ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ｇｅｄａｓ ／
ｃａｒｓ２００９／ Ｃａｎｔａｄｏｒ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ｃａｒｓ２００９．ｐｄｆ．

２７ Ｌｅｅ Ｈ Ｊ， Ｐａｒｋ Ｓ Ｊ． Ｍｏｎｅｒｓ： Ａ ｎｅｗｓ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
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Ｗｅｂ［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７，３２（１）：１４３－１５０．

２８ Ｋｕｏ Ｍ Ｈ， ｅｔ 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３６ （ ２）：３５４３
－３５５４．

２９ Ｄａｖｉｄｓｓｏｎ Ｃ， Ｍｏｒｉｔｚ 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ｆｅｅｄ⁃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ｏ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ｓｔ ｕｓｅ ［Ｃ］．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Ｒ ２０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１９－２２．

３０ Ｗｏｅｒｎｄｌ Ｗ，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ｅｂ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４
（１）：６７－８５．

３１ Ｌｕｉｓ Ｏｍａｒ Ｃｏｌｏｍｂｏ －Ｍｅｎｄｏｚ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ｍ⁃
Ｍｅｔｚ：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４２（３）：１２０２－１２２２．

３２ Ｖａｎ Ｓｅｔｔｅｎ Ｍ，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ｗａｒ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
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
ＰＡＳＳ［Ｃ］ ．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Ｈｙ⁃
ｐｅｒｍｅｄｉａ，２００４：２３５－２４４．

３３ Ａｄｏｍａｖｉｃｉｕｓ Ｇ， Ｔｕｚｈｉｌ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ｗａｒｅ ｒｅｃ⁃
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Ｍ ］．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１：２１７－２５３．

３４ Ｓｅｒｇｉｏ Ｇｏｍｅｚ，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ａｗａｒｅ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ＵｏＬｍＰ［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Ｋｉｎｇ Ｓａｕ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４，２６（１）：４７－６１．

３５ Ｈａｈｎ Ｊ． Ｉｎｄｏ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７，５３（１）：９－１６．

３６ 周宁丽，等．用户需求嵌接、流程驱动、情景

敏感型 ９－９ 网络参考咨询服务［ Ｊ］ ． 图书情

报工作，２００７（１０）：１００－１０３．
３７ 王曙宁，俞建新．基于本体的上下文感知系

统［Ｊ］ ．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７（１１）：４２－４３，４９．
３８ 万亚红，等．基于主动推理的情境感知系统

框架［Ｊ］ ．计算机工程，２００４（１２）：８－９，７０．
３９ 战照鹏，等．基于语义 Ｗｅｂ 技术的上下文感

知系统架构［ Ｊ］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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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９４－９７．
４０ 岳玮宁，等．基于上下文感知的智能交互系

统模型［Ｊ］ ．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２００５（１）：７４－７９．

４１ 陈媛嫄，刘正捷．基于活动的情境感知系统

交互 设 计 ［ Ｊ］ ． 计 算 机 工 程 与 应 用，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３－２８，８６．

４２ 潘旭伟，等．自适应个性化信息服务：基于情

境感知和本体的方法［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
２００９（６）：４１－４８．

４３ 潘旭伟，等．情境感知的自适应个性化信息

服务体系框架研究［Ｊ］ ．情报学报，２０１１（５）：
５１４－５２１．

４４ 周莉，等．情境感知的电子商务个性化商品

信息服务［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１（１０）：１３０
－１３４，２９．

４５ 陈天娇，等．情景感知服务的用户接受模型

研究［ Ｊ］ ． 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０７ （ ２）：１４２
－１４７．

４６ 焦玉英，袁静．基于情景模型的数字图书馆

个性化服务研究［ Ｊ］ ．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８
（６）：５８－６３．

４７ 姚宁，等．智慧图书馆情景感知微服务模式

构建研究［Ｊ］ ．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７（８）：５７－６０．
４８ 李书宁．情景敏感数字图书馆服务系统用户

情景的本体建模［ Ｊ］ ．情报资料工作，２００８
（６）：６１－６５．

４９ 张剑．移动时代高校图书馆的情境感知服务系

统研究［Ｊ］．新世纪图书馆，２０１２（５）：４２－４５．
５０ 胡文静，王睿．情景感知技术在构建下一代

数字图书馆中的应用［ Ｊ］ ．图书馆学研究，
２０１５（８）：２４－２８．

５１ 洪跃，等．基于用户情境模型的学科化服务

［Ｊ］ ．情报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０（７）：８９－９２．
５２ 周玲元．图书馆情境感知服务应用对策研

究———以南昌市 ７ 所本科院校为例［Ｊ］ ． 现

代情报，２０１６（２）：８６－９１．
５３ 杨君，等．基于推荐函数情景化的多维信息

推荐研究［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４（２）：１４９－１５４．

５４ 黄传慧．基于情境感知的图书馆学术信息推

荐系统构建研究［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２６．

５５ 张帅，郭顺利．基于情境感知的高校移动图

书馆个性化推荐模型研究［ Ｊ］ ．情报探索，
２０１４（１０）：６－１１．

５６ 洪亮，等．移动数字图书馆资源的情境感知

个性化推荐方法研究［ Ｊ］ ．现代图书情报技

术，２０１６（７－８）：１１０－１１９．
５７ 胡慕海，等．面向移动数字图书馆的情境敏

感型知识推荐研究［ Ｊ］ ．计算机科学，２０１１
（８）：９２－９５，１０５．

５８ 曾子明．移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的数字图

书馆个性化信息推荐研究［ Ｊ］ ．图书情报工

作，２０１３（１２）：１２３－１２８，７１．
５９ 曾子明，陈贝贝．移动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

的个性化阅读推荐研究［ Ｊ］ ．情报理论与实

践，２０１５（１２）：３１－３６．
６０ 张屹，等．泛在学习环境下基于情境感知的

学习资源检索模型构建［ Ｊ］ ．中国电化教育，
２０１０（６）：１０４－１０７．

６１ 蔡 苏， 等． 基 于 情 境 感 知 的 校 园 导 览 系

统———增强现实（ＡＲ）在 Ｋ－１２ 教育的实证

案例之四［ Ｊ］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２０１８
（Ｚ１）：１１８－１２０．

６２ 赵 海 燕，等． 基 于 情 境 感 知 和 本 体 的 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系统研究［ Ｊ］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２０１２（１６）：５１－５６．

６３ 付志文，巫景华．基于情境感知的移动教学

ＡＰＰ 的设计与实现［ Ｊ］ ．无线互联科技，２０１７
（２３）：７０－７２．

６４ 李晓东，王保云．基于情境感知的大学英语

翻转课堂模式研究［ Ｊ］ ．外语电化教学，２０１７
（６）：７１－７７．

６５ 韩淑君．基于情境感知的智能家居设计研究

［Ｊ］ ．设计，２０１８（１）：８２－８３．

（袁 静　 副教授　 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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