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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延

联通数字政府产品部 交付总监

现任联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数字政府产品部交付总监，拥有高级技术职称。

加入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人工智能协会、ACM 协会、中国电子学会，

并在部分协会中担任职务。深耕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领域多年，凭借算法优

化与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数据资源整合标准化，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核心支撑；

主导智能应用领域关键系统研发与解决方案落地，助力机构提升运营效率，

加速数字化进程并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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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大模型发展瓶颈剖析：数据、
模型与应用的挑战

PART 01



大模型技术发展浪潮：从奠基到爆发

GAN（生成对抗网络）

2014

AlexNet（ImageNet竞赛冠军）

2012

ResNet（ILSVRC冠军）

2015
BERT（Google发布）

2018
DALL-E（文本生成图像）

2021

Transformer（Google提出）

2017

GPT-3（OpenAI发布） 

2020
GPT-4（多模态大模型）

2023

DeepSeeK

2025

架构革命（2017-2018）
Transformer与预训练范式

奠基期 （2012-2016）
深度学习时代的开启

爆发期（2020至今）
千亿模型与多模态融合

模型技术历经三次浪潮：从 AlexNet/ResNet 突破视觉瓶颈开启深度学习时代，到 Transformer/BERT 重构 NLP 范式，最终在 GPT-

3/DALL-E 等千亿参数模型推动下实现多模态融合与通用智能演进，持续突破算力效率与模型泛化能力边界。这场技术革命正加速重塑人类社会。 

随着 GPT-4 等万亿参数模型涌现，AI 从工具属性向协作主体演进，通过开源生态共建共享，或将成为驱动科学发现、产业升级与社会治理的通用

基础设施，在伦理框架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平衡中，开启人机协同的文明新纪元。



领域模型的必要性：从通用性到精准性的跨越 

当今人工智能发展，从通用性迈向精准性是关键趋势。大模型通用性强，但在垂直领域存挑战。领域模型以独特优化策略，破解数据治理、模

型适配及应用落地难题，成为实现跨越的关键，推动AI进入“领域深耕”精准赋能新阶段。 

大模型核心特点与优势

◼ 参数规模驱动：千亿级参数突破符号逻辑处理能力，实现复杂知识推理；

◼ 泛化能力跃升：通过零样本/少样本学习适应跨领域任务；

◼ 多模态融合：支持文本、图像、语音统一建模；

◼ 涌现能力：在参数临界点后展现出超越训练数据的能力。

通
用
模
型

领
域
模
型

数据分布差异：领域数据具有独特模式，通用模型难以适配；

知识深度不足：通用模型在医疗、金融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准确性受限；

计算成本高昂：千亿参数模型在边缘设备部署成本高。

领域模型应运而生，通过三大优化实现突破  

数据预处理：针对领域数据特点设计特征提取模块；

专业模型：融合领域知识（MoE）；  

轻量应用化部署：通过神经架构搜索（NAS）生成专用模型。

领域模型的必要性：从通用性到精准性的跨越



数据治理难题

数据标注效率与质量问题

领域模型训练高度依赖高质量标注数据，然而目前主流的人工标注方式弊端丛生。在自然语言处理的文本分类任务中，标注员

逐字细读文本进行分类，如新闻分类，效率极为低下，熟练者每天最多标注几百条，大规模训练集标注常需数月。因标注员专业背

景与理解能力不同，标注结果易出现分歧，疲劳等因素还会引发人为错误，降低数据准确性，最终导致模型在实际应用中准确率、

召回率等性能难以达到高精度要求 。

数据分散与整合难题

在医疗、金融等垂直领域，数据分散现象严重。医疗数据分布于医院信息系统、影像存储系统及第三方平台；金融数据存在于银行核

心系统、征信与监管机构数据库。数据格式多样，依赖不同技术架构与数据库。欧盟GDPR、我国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严

格规范数据处理，加大跨机构共享难度。加之加密技术复杂，传统ETL工具与接口调用难以应对，严重阻碍数据整合进程。 

领域模型构建中，数据治理难题突出。领域数据分散，受隐私法规限制，传统采集与标注方式效率低。



模型适配瓶颈

通用架构难以适配领域特征

通用的Transformer架构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通用领域成绩斐然，但

面对特定领域数据却存在明显短板。像医疗病历、金融市场、法律文本、工业生产等

领域数据，分别具有复杂因果逻辑、动态交织关系、专业术语和独特数据模式等特点。

通用架构难以捕捉这些领域数据的特性，在语义理解、市场预测、文本分析和故障预

测等方面表现欠佳，无法充分满足各领域的特定需求。 

算力需求与成本问题

01

02

大模型因庞大参数量，在训练和推理时对算力要求极高。训练需海量矩阵与复杂

神经网络计算。普通硬件资源，像个人电脑和小型服务器集群，因计算核心、内存及

存储有限，无法满足需求。而购置专业计算设备，如GPU集群，价格高昂，且运行维

护成本也高，包括电力、散热、维护等费用，这极大限制了大模型在各领域的广泛应

用与发展 。



应用落地痛点

过拟合与泛化能力受限
领域模型训练因数据局限易过拟合，泛化能力受限。简化模型虽能避免过拟合，但

会牺牲准确性。此困境影响模型在医疗、金融等实际场景的应用效果与价值。
01

静态训练难以适应动态场景，资源消耗大
传统领域模型采用静态训练策略，难适应动态变化的业务场景，致使性能下降。虽在

线学习可解此困，却面临高算力消耗，两者问题限制领域模型在动态场景的应用。
02

准确性与幻觉问题
领域模型存在准确性与幻觉问题。准确性不足在医疗、金融、智能客服等领域影响重

大。幻觉问题源于训练数据质量欠佳、过拟合及对上下文理解能力缺乏，这些问题严重制

约领域模型在实际场景中的应用。

03



技术赋能破局：DeepSeek R1 
与 MoE/NAS 协同的领域大模

型优化策略与方案

PART 02



DeepSeek R1、MoE与NAS的协同赋能机制

三位一体架构以DeepSeek R1为核，融合MoE与NAS技术，破解数据治理、模型适配及应用落地

难题。数据治理实现多模态整合与智能路由；模型训练提升适配性；架构优化阶段提升性能降低成本，

为领域模型落地提供创新方案。

全流程协同机制

- 数据处理阶段

- 模型训练阶段

- 模型优化阶段

Transformer

协同赋能

在政务热线，DeepSeek R1三位一体架构

1. 数据治理：DeepSeek R1多模态数据汇聚、

MoE智能路由；

2. 模型适配：DeepSeek R1动态注意力

+MoE分发

3. 架构优化：NAS搜索最优架构加速推理 。

MoE

NAS

三位一体架构，以DeepSeek R1为核，MoE与NAS协同破难题。



数据分散与合规解决办法—数据融合与安全共享

依托DeepSeek R1分布式采集链，利用API接口实现多模态数据高效聚合，可无缝对接各类异构数据源并完成格式转换与安

全传输。同时，融合区块链技术搭建安全共享平台，结合联邦学习实现数据本地训练、联合建模，辅以同态加密保障数据全流程

加密交互，确保数据安全合规。 

关键问题 解决方案

计算与通信开销
借助SparseML框架运用Top-k稀疏化算法筛选梯度；BERT蒸馏，知识迁移训练轻量版本；动
态通信调度策略自适应调度数据传输频率和量，降低通信开销。

计算资源异构
利用Hessian矩阵计算学习率分配计算设备；通过batch size动态调整计算资源分配；轻量化计
算下沉至边缘计算资源。

区块链性能瓶颈
融合PBFT（拜占庭容错）强一致性快速确认与DPoS（委托权益证明）选举验证节点降低共识
复杂度；中间结果、数据预处理通过侧链处理；不同业务领域通过分片存储技术；综上突破区块
链性能瓶颈

隐私与安全保护
基于TFHE全同态加密，在加密状态下完成联邦学习；MP-SPD多方安全协议，在不爆露原始数
据完成统计；辅以差分隐私技术，去除数据中干扰噪声，并通过添加可控噪声抵御逆向攻击，防
止原始数据泄露 。



数据分散与合规解决办法—数据融合与安全共享

审计机构 第三方验证节点审计机构

激励与审计层

共识节点集群

模型参数链

区块链层

隐私保护层

全同态加密（TFHE库）、安全多方计算
（MP-SPDZ协议）、差分隐私增强技术

数据持有方1

联邦学习服务器

数据持有方2 数据持有方3

数据持有方层

数据采集层

DeepSeek R1分布式采集器

医疗信息系统 金融数据库 工业传感器

混合共识机制（PBFT+DPoS）、
链下计算技术（Plasms侧链）、分

片存储技术

梯度稀疏化（SparseML框
架）、模型蒸馏
（TinyBERT）、动态通信调度
策略

自适应学习率调度
（AdaHessian优化器）、动态
batch size调整

激励分配智能合约

激励分配智能合约

激励分配智能合约

加密梯度

加密梯度

API接口

加密梯度

API接口 API接口

审计 验证

模型训练与优化层



标注提效：三策协同发力

通过结合少量标注样本

和大量未标注样本，筛选低

置信度样本由专家标注后优

化模型，降低标注成本并提

升模型对数据的利用效率。

半监督学习与主动学习

借助将专家标注样本训练

的教师模型知识迁移至学生

模型，使轻量级模型快速准

确标注新数据，提升标注效

率与模型对数据的处理能力。

知识蒸馏

通过相互迭代生成多样

特征样本，缓解数据稀缺问

题，增强数据集规模与多样

性，提升模型泛化能力和智

能化标注准确性 。

GAN/VAE 网络

半监督与主动学习降本提效，知识蒸馏赋能标注加速，GAN/VAE集成缓解稀缺，共促智能化标注与数据增强 。 



MoE 架构：突破通用架构局限，领域适配方案

1. 核心技术：MoE架构以稀疏激活、动

态路由、负载均衡为核心，从计算、匹

配、调度三方面优化，应对领域数据复

杂性。

2. 架构流程：数据经token化后，门控

网络完成专家选择，专家处理数据时负

载均衡调节，最终汇总输出，展现特性

实际应用。

3. 技术赋能：结合MLA与MTP技术，

强化数据关系捕捉与多token处理，提

升MoE架构在特定领域的任务处理能力。 

专家1
（Expert 1）

专家2
（Expert 2）

专家3
（Expert 3）

专家...
（Expert ..）

专家N
（Expert N）

专家1
（Expert 1）

专家2
（Expert 2）

专家5
（Expert 5）

输入数据（Input）
token化

汇总输出（output）
加权平均、拼接或其他形式的组合

门控网络（Gate Network）

计算专家得分
输出是一个概率分布

专家网络
独立神经网络

选择Top-K专家
稀疏激活



模型适配与算力优化—NAS破解硬件成本

大模型因参数量巨大，训练推理需海量计算，普通硬件难胜任，专业设备成本高昂。NAS （神经架构搜索）以自动化算法替代人工设计，探寻

最优架构，破解算力瓶颈，显著降低人力与试错成本。 

核心策略：

1.自动搜索： 自动组合、优化模型

2. 参数共享：ENAS权重复用减少资源消耗  

3. 稀疏量化：剪枝降精度省算力耗时  

4. 动态计算：依负载调节优化算力分配

指标 传统架构 NAS 幅度

运算量 4.1 GFLOPs 1.2 GFLOPs -70.7%

推理延迟
120ms 45ms -62.5%

训练成本 10,000 3,500 -65%

准确率 76.1% 75.8% -0.3%

2. 构建评估器：

量化指标衡量架构性能

4. 空间更新：

反馈参数聚焦潜力方向

3. 搜索与筛选：

生成评估留存优解架构

1. 定义搜索空间：

划定架构搜索规则边界

5. 循环迭代：

重复优化输出适配模型

迭代优化流程：自动化架构进化



应用部署优化策略—多模态蒸馏在线学习抗过拟合提泛化

用CLIP对齐图文，3D CNN处理多源

数据，借PyTorch Federated实现分布

式训练，提升模型抗扰能力。

多模态数据预处理与联邦协同训练

以DeepSeek - R1为教师模型，用自适应

温度KL散度蒸馏，迁移决策逻辑至轻量模型。

知识蒸馏与轻量化模型生成

Kafka捕获数据，SPC检测漂移，驱动联

邦学习与模型自适应更新 。

在线学习动态调整与实时监控

借助TensorRT INT8量化加速推理，TorchSparse

剪枝缩模，适配寒武纪（思元590），降低部署成本 。

硬件适配优化与边缘部署

借图神经网络融合多模态特征，用L2+Dropout

提升泛化能力 ，适配多场景跨模态任务。 

多模态融合与正则化约束

领域模型常因数据局限陷入过拟合，致使泛化能力不足。传统简化模型结构虽能缓解过拟合，却会削弱表达力，影响复杂任务精度。为此，提

出应用部署优化策略，借助多模态知识蒸馏与在线学习技术，通过多阶段优化，突破过拟合与泛化能力的矛盾。



1. 基于PyTorch Federated整合跨区政务数据，

利用Apache Kafka与SPC捕捉数据动态，借助

ILOD及AdamW+warmup加速模型适配，通过

联邦学习与在线学习协同架构适配政务热线，以

SVF联合量化剪枝加速推理、降低算力消耗。

破局在线高耗能：领域模型动态适应与资源优化方案

传统政务热线静态模型难适

配动态诉求，在线学习算力消耗

高。构建AI闭环优化体系，提升

服务效率、控制成本，推动政务

服务从“被动”转“主动”。

2.   通过强化学习挖掘Transformer奇异值生成

专家向量调优模型，借助TensorRT量化与

TorchSparse剪枝加速推理并压缩模型，助力

政务热线高效运行。

3.    基于CLIP和3D CNN构建多模态特征提

取器融合文本、语音、图像等多源数据，借

助GNN实现多模态动态交互并运用自适应

KL散度蒸馏策略优化模型训练，以适配政务

热线多渠道诉求。

4.   借助Kubernetes与寒武纪动态调配算力，通过

Dask优化调度能力，可快速调度Kubernetes分配

的寒武纪算力资源，实现政务热线场景下数据的并

行处理与任务加速执行，有效提升服务响应速度与

处理效率，保障政务热线服务稳定运行。



多维度协同治理：大模型幻觉问题破解方案

大模型幻觉源于数据缺陷、过拟合及上下文理解不足，影响智能服务可靠性。政务热线通过实施幻觉治理方案，在政策解读、工单分类等方面成效显著，幻觉率

大幅下降，处理时效提升，市民信任度增强，推动智能客服向可信化升级。

多模态融合与交叉验证

     提取融合文本语音图像特征，计算模态相似度，低

阈值触发人工复核。 

实时监测与闭环优化

     

       图谱验证实体关系，人工反馈调

优，动态更新模型应对变化保准确 。

模型优化与训练强化

      增强动态注意力，对抗训练结合正则化，

自适应蒸馏优化模型训练。

数据治理与知识增强

     清洗多模态政务数据，剔除冗余错误；

构建知识图谱，强化知识关联支撑。 



渐进优化：
领域大模型全流程优化框架

PART 03



领域大模型全流程优化架构——四步十七法 

“四步十七法”为核心，实现数据驱动、技术协同、持续进化及安全合规保障。

- 数据采集 → 跨域聚合

- 安全共享 → 隐私保护

- 标注优化 → 质量提升

 - 知识迁移 → 成本降低

 - 数据增强 → 特征多样

数据筑基（5法）

- 门控分配 → 垂直领域训练

- 知识迁移 → 模型轻量化

- 动态激活 → 领域微调

- 动态路由 → 多模态融合决策

群智重塑（4法）

- 架构搜索 → 自动搜索最优模型

 - 效率成本平衡 → 体系调优

 - 多维优化 → 普惠应用推进

架构革新（3法）

- 多维度监控 → 性能全览

 - 自动诊断 → 问题溯源

 - 策略优化 → 参数架构调优

 - 测试验证 → 验证策略

 - 持续进化 → 持续适配业务变化

闭环进化（5法）



数据筑基五法：安全合规的数据底座构建

湖仓融合、智能缓存、存储压缩，跨模检索、治理升级降本

分布式数据湖（DeepSeek R1-DL）

知识蒸馏

领域数据仓库 时序数据库

数据存储与治理

API接口 智能爬虫 DeepSeek R1多源数据采集链：高效清洗、格式统一、实时更新

多源数据采集

半监督学习 主动学习 动态标注增强 专家复核机制

轻量级模型

GPU CPU 内存

TPU 动态分配 任务调节

计算资源 存储资源

结构化/非结
构化

对象存储 高速存储 云存储

隐私计算与安全

区块链

联邦学习

同态加密

智能合约

数据治理平台 

智能标注增强

知识迁移 生成式数据增强

生成对抗网络（GAN）

变分自编码器（VAE）

围绕“数据筑基”，采用5法，借助数据存储治理技术，构建安全合规的数据底座支撑融合架构。



群智重塑四法：MoE驱动的领域适配

门控分配 

门控网络借自注意力机制精准提特征，

经余弦相似度匹配部署2048个专家模块，对

比学习构建知识图谱实现垂直预训练。

稀疏激活

     输入数据经哈希映射至专家模块索引空间，

LoR A冻结大量参数缩短模型微调耗时，知识缓

存区实现专家模块和知识图谱自动更新完成微调。

知识迁移

     依领域数据选预训练模型，构建

蒸馏数据集，借自适应温控与注意力

对齐，实现领域模型压缩与性能优化。

动态路由

    基于强化学习的Q-Learn in g、蒙特卡洛树，在多

模态数据处理中选取最优路径。借GraphSAGE跨模

态特征融合；门控机制对专家模块结果进行加权整合。

基于DeepSeek R1的MoE与多模态融合技术，构建领域大模型从初始化到持续进化的完整技术闭环。通过动态知识缓存、路

由策略优化、增量学习框架三大创新，显著提升多领域模型效能。



架构革新三法：NAS架构探索（1/3）

01

基于强化学习，分析数据特征，构建100+维

度复杂度矩阵，通过“快速验证-精度验证-硬件

适配”三级验证机制，自动生成混合架构。

动态适配 02

融合量化与剪枝技术，采用压缩损失函数动态平衡

精度与效率，关键层采用FP16混合精度、非关键层

INT8量化，并通过泰勒展开排序实现神经元智能剪枝。

参数压缩

03

引 入 局 部 卷 积 、 因 果 注 意 力 等 扩 展 搜

索 空 间 ， 针 对 时 序 数 据 构 建 模 型 ， 创 新 组

合 降 复 杂 度 ， 实 现 工 业 物 联 网 实 时 决 策 。

模式创新

04
构 建 在 线 搜 索 与 硬 件 协 同 闭 环 ， 动 态

更 新 、 蒸 馏 迁 移 知 识 ， 开 发 专 用 单 元 与 库 ，

提 升 模 型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

持续进化

NAS架构搜索通过自动化探索混合搜索空间，突破大模型千亿级参数的算力瓶颈，形成“动态适配-参数压缩-模式创新-

持续进化”的完整优化链路：



架构革新三法：效率与成本平衡（2/3)

依托万卡集群并行计算能力，DeepSeek R1与NAS技术深度协同，形成三重核心优化策略，实现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与效率双突破。

解决痛点 解决方案 技术创新点 解决问题 实测效果

GPU负载不均衡资源
利用率不均 动态负载均衡

基于梯度稀疏性的微

批次调度算法

基于梯度稀疏性微批次调度算法，结合NAS轻量化架构提升

任务分片精度，实时监测调整任务分配，使GPU利用率稳定超

85%，训练周期缩短40%，解决资源分配不均问题。

利用率提升至85%+

内存不足 混合精度训练
FP16/FP32 自适应

精度控制

采用FP16/FP32自适应策略，关键层FP32保收敛、非关键层

FP16降显存，结合NAS量化压缩，千亿模型内存需求从1.2TB降

至680GB，存储成本减少43%。 

内存占用减少43%

稳定性与精度
停滞

学习率智能调度
warmup+余弦退火

联合策略

集成warmup+余弦退火策略，结合NAS搜索的最优架构动态

调学习率，模型训练300 epoch后仍保持0.8%周精度提升，降低

重复训练成本。 

后期精度提升0.8%/周



架构革新三法：多维优化 （3/3)

NAS与DeepSeek R1的协同优化实现“架构降本+工程增效”双重突破，通过神经架构搜索、模型量化、半监督学习等技术术语的深度应

用，为大模型在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普惠化应用铺就可行路径，推动技术落地与场景应用的深度融合。 

序号 优化方面 工具 效果

1
硬件优化 NAS（神经架构搜索）、模型压缩工、边缘计算平台

边缘设备部署成本下降90%；智能客服系统单节点推理成本从

0.05元/次降至0.005元/次，实现云端到边缘的低成本迁移。 

2
能耗降低 模型量化工具、能耗监测工具

模型单次推理能耗从120J降至15J，日均百万次推理年节省电

费超200万元，达成能耗与性能的精准平衡。 

3 效率提升 半监督学习框架（PyTorch Lightning+自定义半监督库）、标注工具
标注效率提升4倍，单样例标注成本从8元降至2元，通过主动

学习策略显著减少人工标注工作量与周期。



闭环进化五法：智能反馈迭代机制 

1. 多维度评估矩阵：开启监控与知识交互

2. 自动诊断引擎：解析异常，联动专业支持

3. 策略引擎：生成方案，应对优化挑战

4. A/B 测试验证：验证效果，闭环循环

5、持续进化：持续迭代，增强领域适配性与泛化能力。 

为推动模型持续进化，构建 “评估 - 诊断 - 优化” 智能闭环体系，通过五大核心模块协同运作，实现模型性能的动态提

升与领域适应性增强

多维度评估矩阵

自动诊断引擎

A/B测试验证

策略引擎

实时监控异常 领域知识

定位问题根源 专家模块 持续进化

未达标知识输入生成优化方案



实践验证：
政务领域大模型应用成效

PART 04



聚焦群众、企业和政府痛点、难点，提升服务满意度

业务

痛点

存在多个民生诉求办理平台，群众在

多平台反映问题后需要在多个渠道查询办

理情况，部门和基层需要在多个渠道反馈

办理结果。

有的问题涉及多个责任部门，经常出

现责任主体不明、工作边界不清的情况，

导致相关问题在部门间反复转办，相互推

诿扯皮，迟迟得不到解决。

反映诉求等待时间长；群众填写诉求

常常遇到问题，比如手工点选问题发生地

时，不清楚问题发生地的群众无法准确填

写，增加流转办理时间等。

对民情民意数据的加工整理、分析研

判、风险预警方面还有较大差距，通过大

数据分析赋能社会治理方面的能力还需提

升。

反映诉求不够便利

分析预警能力不强

诉求办理渠道分散

协同治理能力不强

聚焦群众、企业和政府痛点、堵点、难点，提升获得感



政务便民热线智能化升级路径探索

政策引领+技术赋能+深挖重点场景 热线服务端到端全流程全场景升级 一站式使能热线数智化建设

用户触点 自助分流 坐席服务

用户 一线坐席人员

智能
分发

智能
预判

智能
路由

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
人员

视频客服

热线客服

智能在线客服

移动端客服

智能语音

IVR/IVVR

文本机器人

智能外呼

智能助手

智能知识库

智能工单

RPA机器人

智能质检

智能排班

智能监控

智能培训

智慧大屏

精准洞察

智能聚类

智能调度

辅助决策

政府人员

全面提升用户交互体验 全面提升坐席效率 全面提升管理效能 全面提升数据价值

应用5G新通信，
线上线下多渠道丰富与协同

大模型+小模型，

实现AI深度应用与广泛赋能

大数据+AI，
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数据问题破解—构建高质量语料库，加速应用场景落地

基于中国联通数据中台和数据合作生态，沉淀大规模数据资源
构建规模央企领先的语料库，强化元景大模型多模态数据能力

通过行业最高数据管理能力认证，高质量创新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依托集约数据中台

和良好数据服务生态

大
规
模

结构化数据 600PB+ 

非结构化数据 5PB+

客服、网络、法律等多知识中心

18个军团深度融入垂直行业

一站式智能化数据集

生产流水线

多
模
态

日均汇聚多模态数据 480TB

数据自动化处理与增强能力

多模态数据智能化标注能力

通过DCMM 5级认证

数据管理能力进入国家第一梯队

高
质
量

打造完备数据标准体系

发布共享数据集目录

创新场景化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模型问题破解—元景MaaS-DeepSeek产品构建
◼ 中国联通元景MaaS-DeepSeek平台，是一款支持国产化硬件的自主创新大模型产品，其集成了元景大模型、DeepSeek系列大模

型、具备RAG、智能体，是国内领先的引入DeepSeek大模型的创新人工智能产品。

……

在线推理及调用
大模型

元景MAAS-DeepSeek

用户1

用户2

用户3

在平台上使用RAG及
智能体能力

通过平台下载APP后，
在手机端使用

管理员

算力管理：
• 算力卡分配
• 算力管理

账号管理：
• 账号注册
• 权限管理

纯模型

多版本DeepSeek模型&丰富的元景MAAS平台功能

• 支持元景系列大模型、DeepSeek-R1/V3（671B）、
DeepSeek-R1-Distill全系列模型

• 支持服务管理、推理管理、API调用分析
• 支持权限管理

完善的模型管理功能

• 支持模型在线试用
• 支持智能体应用创建、插件编排、联网搜索
• 支持知识库搭建

丰富的模型使用形式

MaaS-DeepSeek助力全行业应用场景

✓ DeepSeek蒸馏版进行模型调优
全行业

大模型

✓ 支持DeepSeek系列模型标准接口
全行业

应用调用

✓ 自定义行业智能助手、自定义
行业多流程插件

全行业

智能化应用

打造

*平台为通用产品，支持打造行业大模型及行业应用赋能

RAG

APP套件

智能体

基于MaaS-
DeepSeek平台及智
能体能力，实现元景
APP产品，可移动端
使用

云服务

一体机

多种产品形态可选

• 灵活高效
• 公有云在线
• 支持租户隔离

• 即插即用
• 低成本高效益
• 保障数据安全

私有化
• 内部管控
• 保障数据安全

部署

方式

• 专线+设备
• 运维成本低
• 保障数据安全

使用

方式

MaaS-DeepSeek：标准化产品，直接使用

API接口：集成至企业系统，灵活定制

专属版

模型规格 参数 包含模型 使用场景

满血版 671B
DeepSeek-V3-671B
DeepSeek-R1-671B

满血版可适用于复杂任务处理，如：多步骤逻辑推理、合同分
析；专业领域应用：医药研发文献挖掘、辅助编程；长文本理
解：辅助写作等。

蒸馏版 1.5B-70B

DeepSeek-R1-Distill-Qwen-1.5B
DeepSeek-R1-Distill-Qwen-7B
DeepSeek-R1-Distill-Qwen-14B
DeepSeek-R1-Distill-Qwen-32B
DeepSeek-R1-Distill-Llama-8B
DeepSeek-R1-Distill-Llama-70B

适用于企业级应用：文档分析、基础代码生成、内部知识库问
答。内容创作辅助：文案撰写等；数据分析：结构化数据解
读、生成报告摘要等。



行业模型问题破解—联通元景构建政务行业大模型
◼ 源自多个等省级数字政府实践和数据，以及联通自有数据等在联通基座大模型上进行训练构建政务行业大模型

◼ 基于超大模型训练平台，提供提示词、插件以及模型微调等大模型扩展工具，为快速开发智能化政务应用场景提供支持

◼ 以多个省级数字政府实践，基于上述自研技术体系，打造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政务运行等智能化场景应用

行业大模型 元景政务大模型

大模型
扩展工具 提示词工程 插件系统

核心功能 知识问答

计算层 算力调度AI芯片（GPU等） AI服务器

DL框架 PaddlepaddleTensorFlow Pytorch

基础大模型 元景基础大模型

大模型
训练工具

强化学习fine-tuning 精调工具 微调工具

智能写作 信息抽取 信息分类 自动摘要 机器翻译 ......

政务场景

政务服务热线

工单自助上报

智能对话对话

话务质检监测

工单智能派发

智能对话回访

智能知识推荐

政务办公服务
重要工作挖掘

领导工作推荐

调研活动推荐

智能公文写作

上级任务拆解

任务自动匹配

热线数智分析
工单要素提取

工单摘要生成

市民画像

数据智能打标

工单诉求分类

诉求效能分析

领导问数

民情监测预警

智能报告生成

群众企业服务
政策解析

政策推荐

智能申报

政策咨询

便民知识库

民意洞察



场景落地—打造六类政务热线智能体

MAAS平台：

政府分析人员政府处置人员12345坐席

职场“智管”智能体

质检排班监控培训

智能IVR

多模态上报助手

人工坐席

一号接入、多端协同

无感切换

来电人诉求尚未满足，预估是来咨询处置进
度，建议直接转交熟悉事件的人工坐席。

来电画像

根据画像，来电人可能咨询办件进度
，推荐给客服响应话术。

同步转写市民诉求，发现重要信息，生成
风险研判报告，将事件转交给对应部门。

语音转写

话术推荐

智能填单

智能分派

研判分析

联动处置

研判辅助

处置助手

工单质检

热点分析

报告生成

提醒处置人员情况变化，通过趋势
研判发现事件严重程度升级。

为分析人员分析事件热点，发现近期
多类事件爆发，需要特别关注。

人机协同、高效辅助 决策支撑、业务联动 分析预警、问题洞察

• 12345
、
12329
、
110...• 市民APP

• 外呼电话

热线“智服”智能体

咨询诉求自动应答

诉求“智报”智能体

诉求风险智能上报

民意“智办”智能体

接诉即办未诉先办

社情“智判”智能体

智能报告智能问数

关切“智访”智能体

民众关切主动回应

语料加工 选模型 改模型

来电人是谁？（启动来画像）-->以前
问过那些问题，问题是否解决？

？ ？ ？

市
民
来
电

用模型

基础模型： 元景语言大模型（7B、13B、34B、72B） 元景语音大模型 元景多模态大模型 DeepSeek-V3/R1



场景落地—“民呼我为”打造“民生诉求办理”一件事

民呼我为重大应用在重庆市“互联网+督查”平台、“12345”热线的基础上迭代升级，打造民呼端、办理端、治理端和决策端，建成民生诉

求“一个库”、诉求办理“一张网”、问题线索“一本账”、指挥调度“一屏览”，旨在搭建政民互通“连心桥”、打造民生诉求办理新范式，形

成为民办事长效机制，有效改善人民群众民生诉求服务体验，切实减轻基层单位办理负担，提升党政部门治理能力。

◼ 项目亮点：

整合“12345”热线和“互联网+督查”平台，聚焦民生诉求办理

的“接诉即办”“未诉先办”场景，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承

接领导驾驶舱、数据治理和智能分析等工作，打造民生诉求办理新范式

。

◼ 建设成效：

实现了国家、市、区县、镇街、村社、网格六级贯通。

运用“治未病”思维，把个性问题和共性问题、局部问题和面上问

题结合起来，提前发现、预防、化解一批卡点难点问题，推动民生

诉求从“事后管理、被动反应”向“事前治理、主动回应”转变。



技术融合与展望：
领域大模型优化策略的总结与未来探索

PART 05



总结

DeepSeek R1 - MoE - NAS 融合体系通过技术协同创新，系统性解决领域大模型在数据、模型及应用方面的难

题，为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高效路径，在政务热线、医疗、金融等多领域展现出显著的应用价值与优化成

效 。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和一个框架。

DeepSeek R1、MoE与NAS协同解决方案

全流程框架

1. DeepSeek R1、MoE、NAS协同赋能

2. DeepSeek R1等多技术促数据融合与安全共享

3. MoE领域模型适配，NAS优化算力瓶颈突破

4. 行业模型过拟合、高耗能、幻觉应用痛点解题 

1. 数据筑基：借DeepSeek R1构建安全优质数据底座

2. 群智重塑：MoE助力领域适配，加速模型构建

3. 架构革新：DeepSeek R1、 MoE、 NAS协同降本

4. 闭环进化：闭环机制提升模型适应性与性能



未来探索
以DeepSeek R1为核心的“MoE+NAS"等多技术协同促进行业领域模型，加速各产业智能化转型。

知识图谱与MoE相结合，增

强模型对复杂逻辑的推理能力，

助力处理复杂场景下的问题。

智图强推
借助强化学习与在线学习

技术，实现对模型参数的实时

优化，使模型能够快速适应动

态变化的环境。

实参优调
通过神经架构搜索（NAS）

搭配知识蒸馏技术，生成小于

10亿参数的边缘模型。

轻模精构
跨模态协同工作，构建统

一的特征空间，打破不同模态

数据之间的壁垒，促进多模态

信息的融合与交互。

跨模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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