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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AI算法专家

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长期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算法与系统

的研发工作，参与过OCR、语音识别、机器翻译、机器学习平台等多个

方向的项目研发，目前主要负责网易CodeWave产品中NASL大语言模型

以及多模态模型的相关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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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Wave智能开发平台
与NASL语言介绍

PART 01



CodeWave智能开发平台介绍

• 网易数智旗下低代码产品

• 提供可视化的开发环境

• 通过图形化界面、拖拽组件、配置

参数等方式来创建应用程序

• 无需编写大量的传统代码



CodeWave相对传统开发的优势

• 传统应用开发概念多，技术栈复杂，

对开发人员要求高

• 低代码产品降低用户门槛，没有深

厚编程背景的业务人员也可使用



CodeWave整体技术方案

• 以统一的NASL语言为核

心

• 提供完善的工具链

• 用户在IDE中的可视化编

辑，本质是在写NASL代

码



CodeWave核心NASL语言

• Next Application 

Specific 

Language

• 基础语言

• 特定领域子语言



CodeWave面临的挑战与思路

• 用户的顾虑

• 有学习成本

• 开发效率、开发质量能否提升

• 解决思路

• 引入基于AI的copilot工具辅助用户

• 自然语言写代码、代码补全

• 算法需求：底层需要懂NASL语言的大模型驱动



NASL领域模型训练项目背景

PART 02



NASL领域模型训练背景

• 现有大模型均不了解NASL语言



NASL领域模型训练—prompt方案

• 通过优化提示词的方式，有

一定效果



NASL领域模型训练—prompt方案评测

• 基础语言部分—HumanEval测试集

• 人工排除与web开发完全无关的问题，剩余问题改写为中文

模型 通过率

gpt-4o-mini 33.14%

gpt-4o 55.86%

deepseek-V3 40.86%

deepseek-R1 44.29%

deepseek-70b 29.00%

claude-3.7 60.71%



NASL领域模型训练—prompt方案评测

• 相比其它主流语言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

• 主要表现是幻觉严重，语法错误多

• 本质上是考验大模型的指令遵循能

力

• prompt需要持续增加要求但大模型

无法完全遵守



NASL领域模型参数训练的必要性

• 自行训练NASL领域模型相比采用通用模型有优势

• CodeWave以私有化部署交付的模式需要NASL领域模型的支撑

NASL领域模型(7/14B) 通用模型(gpt/claud/deepseek)

生成效果 好 一般

生成速度 快 慢

私有化部署 支持 除deepseek外均不支持

部署成本 低，单GPU卡 高，GPU集群



NASL领域模型训练整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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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L领域模型训练整体思路

• 直接在对话模型基础上做指令微调

• 先从基础语言部分入手，再逐步扩展逻辑、实体定义、数据查询等子语言领

域



不做预训练的考虑

• 缺少大量的高质量NASL代码库，数据获取成本太高

• 选择大模型更加熟悉的Natural TS代码作为NASL的表达方式



基座模型选择

• 持续跟踪和评测开源模型

• 主要使用了DeepSeek-Coder、

Qwen-Coder

• 基座模型性能接近，决定最终效果

的核心因素是数据的质量



NASL领域数据构造挑战
与解决方案

PART 04



NASL领域数据构造—目标数据

• <用户指令、项目上下文、NASL代码>的形式

• 项目上下文是可选项



NASL领域数据构造—指令收集

• 主要从开源数据中收集原始指令，如opencoder、wikisql等

• 对原始指令做中文改写以及质量过滤

• 和CodeWave产品相关性

• 指令的难度分布

• 对于开源数据不覆盖的场景，人工借助llm做构造

• 部分nasl函数的特定使用方式

• 包含项目上下文的场景等

• 大部分指令包含对应的测试用例



NASL领域数据构造—语言沙箱

• CodeWave语言实验室提供轻量化NASL语言沙箱

• 语言编译：
• 语法正确性判断
• 静态类型检查
• 最佳实践检查

• 代码执行：
• 环境隔离
• 并行执行
• 系统和浏览器环境模拟
• 数据库和外部依赖模拟

• 结果比对



NASL领域数据构造—代码合成的挑战

• 利用LLM基于语言说明书生成代码

• 合成成功率低(基础语言部分约30%)，主要以简单问题为主

• 困难问题难以合成



NASL领域数据构造—合成方案改进

• 引入基于错误反馈的多轮合成机制

• NASL沙箱针对性改进，提供错误信息以及建议的修复方案

• 合成成功率改进显著(基础语言部分60%+)



NASL领域数据构造—多轮反馈示例

• 用户指令：根据申请状态查询请假申请记录，支持分页，按申请时间升序排列



NASL领域数据构造—推理模型引入

• 显著提升复杂问题的成功率



NASL领域数据构造—后处理

• 规则过滤

• 结合训练评测中的反馈，快速过滤掉数据中典型的问题

• 数据组装

• 根据训练需求，组织训练数据



模型训练与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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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训练—监督微调&偏好对齐

• 基于lora的方式做训练

• SFT：由粗到细的训练方式

• 基于初步训练结果做拒绝采样

• 利用拒绝采样结果继续训练

• 偏好对齐：采用DPO方案

• 基于SFT结果，通过采样获得正负样例

• 训练后困难问题的生成效果有提升



模型训练—结果评测

GPT4o NASL领域模型（14B）

HumanEval 55.86 78.57

内部测试集1 68.81 83.05

内部测试集2 56.67 76.66

内部测试集3 47.82 56.62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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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针对性的构造NASL领域数据并进行模型微调，显著提升了特定领域的效果

• 当前针对困难问题的生成能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还需进一步探索降低幻觉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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