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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技术及应用”专栏序言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大模型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

着科研范式和产业形态。从 2022 年 ChatGPT 的横空出世，到如今百花齐放的大模型生态，大模型技术

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国务院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三

步走”战略，提出到 2025 年实现人工智能基础理论重大突破、技术与应用部分领先，到 2030 年成为全球

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写入报告，强调依托国产

算力底座推进全链条发展，强化科技领军企业的龙头作用。

在此背景下，大模型技术作为连接海量数据与智能应用的核心枢纽，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大模

型通过在海量数据上进行预训练，习得了语言理解、知识表示、文本补全等基础能力，并通过监督微调

和强化对齐等技术，实现了从通用领域到专业任务的能力迁移。这一技术路径不仅大幅提升了人工智

能系统的能力边界，更通过多维度的技术赋能，推动了医疗、金融、工业、教育等行业的智能化探索，充

分展现了大模型技术的重大价值。值得一提的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技术，通过自主创

新和开源开放，在基础架构研发、模型结构优化、训推算法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为中

国大模型技术的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促进大模型技术的创新发展与应用实践，追踪大模型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数据采集与处

理》继 2024 年出版“大模型技术”专栏之后，于 2025 年第 3 期策划出版第二期“大模型技术及应用”专栏。

本期专栏集中刊发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通大学、武警工程大学、福建省特

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等单位的 6 篇论文。专栏论文研究主题覆盖了医疗大模型发展、通信网络与 AI大模

型融合、航空发动机领域数据集构建、脑信号到中文语言解码、垂直领域大语言模型系统架构以及大模

型融合知识库的双向推理优化等前沿热点话题。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多篇论文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

DeepSeek 等国产大模型的技术支持。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大模型技术的应用场景，也为解决大模

型在专业领域应用中的数据增强、幻觉缓解、知识更新等关键问题提供了思路参考。

期待广大读者能够通过本期专栏进一步关注大模型技术及应用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好地展开科技

创新和推进实践应用，加强自主创新，深化产学研协同，构建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以技术突破引领产

业变革，以应用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为我国人工智能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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