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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融合现有政策知识问答系统设计范式与知识图谱缓解大语言模型生成幻觉方法, 形成知识图谱增

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范式, 提升政策大语言模型知识问答服务的稳定性、 准确性、 智能性, 文章

分析了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 进而以科技政策数据为例构建了科技政策知识图

谱、 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并构建问答测试集评估了其功能。 结果发现, 知识图谱增强的

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分为政策知识图谱构建、 大模型问答处理两环节; 通过融合依据表层、 内核

知识要素建模的政策知识与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智能构建了政策知识图谱, 进而依托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和 Ｄｊａｎｇｏ 开源框架构建了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测试结果显示, 所构建系统可依托知识

图谱语义分析用户提问、 识别用户意图, 并据此补全 ｐｒｏｍｐｔ 模板以便大模型智能组织、 生成答案, 表现出良

好的基础、 动态、 专题回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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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伴随数智时代来临, 用户日益增长的政策服务体验需求与海量异构政策信息资源智能处理间矛盾日益凸显,
亟需构建数智赋能的信息基础设施及知识服务系统, 通过运用数智技术智能整合、 挖掘、 抽取政策文本知识, 增

强政策知识服务的交互性、 智能性、 时效性, 最终体系化提供政策智慧知识服务。 新近出现的大语言模型 (以下

简称 “大模型” ) 知识问答服务虽依托大模型技术的自学习、 自推理及自然语言式交互等优势提升了服务性能与

效能, 但限于大模型固有的认知混乱、 生成幻觉等内生缺陷而面临问句语义理解、 答案精准智能生成等效能方面

挑战, 亟需融入政策领域知识增强政策大模型领域认知能力、 问答服务智能性及精准性。 在这种形势下, 凭借知

识表示、 语义推理优势, 知识图谱可结合深度学习算法、 政策知识要素来揭示富语义的网状知识体系, 通过补全

知识要素来提升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服务的稳定性、 可解释性。 因此, 研究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

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着融合现有政策知识问答系统的设计范式与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语义理解、 缓解大模型生成幻觉的方法技

术, 形成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范式, 进而提升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服务的稳定性、 准确

性、 智能性的宗旨, 本研究重点针对政策知识图谱智能化构建与测评、 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服务精准性提升与功

能性测评问题, 分析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 以依托知识图谱整合、 组织海量政策事

实数据、 知识资源进行领域知识库构建, 同时辅助政策大模型克服认知固化、 理解缺失、 联想发散、 黑盒生成等

固有局限, 并提升场景理解、 知识认知能力, 进而精确理解用户意图、 需求并利用大模型 “知识涌现” 能力增强

知识问答服务性能与效能; 同时构建并评测知识图谱增强的科技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凝练政策知识问答系

统构建范式、 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技术方法, 最终形成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方案, 可供

相关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 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服务应用参考。
１　 相关研究

鉴于现有政策大模型、 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及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的研究较匮乏, 本研

究围绕政策知识问答系统、 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主题检索梳理相关文献。
１. １　 政策知识问答系统

现有政策知识问答系统研究主要通过数智技术挖掘公文档案、 法律法规等政策信息资源知识价值[１] , 构建

基于知识库的政策知识问答系统, 以感知、 理解国家、 社会、 组织及个人等政策主体的需求, 并面向政策过

程、 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等社会管理活动创新问答方法, 提供综合知识问答服务: 先构建政策知识模型辅助挖

掘海量政策文本语义知识、 揭示知识特征、 发现知识关联, 再基于人工定义的问答模板提供知识问答服务[２－３] 。
鉴于现有技术所生成答案内容相对简单、 固化, 难以满足用户需求, 部分学者按照 “知识建模－问答匹配－内

容生成－评估优化” 的思路, 构建并优化基于用户问句语义理解的智能政策知识问答系统: 华斌等[４] 基于深度

学习算法抽取政策文本的知识元素, 并据此匹配问句信息、 关联答案, 以优化政策智能知识问答系统; Ｏｔｅｇｉ Ａ 等[５]

提出新型关联匹配框架, 支撑基于 ＢＥＲＴ 模型的问句识别与答案排序以精确生成答案, 并据此构建面向政府决策

分析的新冠防控政策知识问答系统。 需注意的是, 现有政策知识问答系统亟需更新数智技术以更好支撑自然语言

交互式问答。 此外, 部分学者从场景适用性、 感知有用性、 问答智能性、 服务易用性等维度, 构建政策知识问答

系统的服务性能与效能评价指标体系[６－７], 进而据此评估实际问答系统服务的即时性、 有效性等并按用户反馈优化

系统功能[８－９]。
１. ２　 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

受限于训练语料杂糅、 语义理解机制欠缺、 领域认知能力不足等因素, 现有大模型知识服务存在内容错误、
价值误导、 虚假输出等 “幻觉” 问题[１０], 难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 精确化、 智能化问答需求。 为此, 学者们提出

借助领域知识及知识图谱优势增强大模型语义理解、 逻辑推理等能力的技术方法, 以便大模型调用参数化知识提

升内容生成质量、 缓解 “幻觉” 现象。 现有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技术主要分为大模型训练增强、 大模型推理增强、
大模型生成增强、 大模型解释增强 ４ 类, 在语义理解、 智能推理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具备可移植性。 基于知识

图谱的大模型训练增强将实体、 关系、 属性等信息转为大模型训练语料库, 辅助大模型提升内容生成能力:
Ａｇｒａｗａｌ Ｇ 等[１１]设计包含文本对齐、 三元组转化、 实体子图构建、 文本再处理过滤的 ＴＥＫＧＥＮ 语言化管道模型,
据此转化图谱知识为语料库, 供大模型微调训练以提升对话能力。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模型推理增强利用知识图谱

结构化推理特性, 针对大模型在模型推理、 内容生成阶段参数黑盒调用、 静态数据训练机制引发的幻觉现象,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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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注入知识逻辑来提升大模型推理能力: Ｓｕｎ Ｙ 等[１２] 设计旨在增强大模型推理能力的 ＪｏｉｎｔＬＫ 模型, 该模型基于

图神经网络与自注意力机制来细粒度双向映射文本信息与知识图谱数据, 通过图节点降噪方法来支持基于证据的

大模型复杂知识推理。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模型生成增强通过在内容生成阶段, 将知识图谱信息转化为知识矢量索

引来辅助大模型自我更新知识, 进而提升内容生成实时性、 准确性: 胡志强等[１３] 基于嵌入模型将多模态知识图谱

节点数据转化为矢量知识库, 据此细粒度解析大模型提问文本并通过 Ｃｙｐｈｅｒ 查询语句预生成答案文本, 进而将其

输至大模型辅助完善答案生成结果。 基于知识图谱的大模型解释增强依托知识图谱的图结构推理来解释大模型推

理过程、 增强大模型决策透明度, 以提升答案生成结果的可解释性、 可理解性: Ｃｈｅｎ Ｚ 等[１４] 基于图神经网络算

法采集大模型决策信号, 进而据此检索图谱知识来构建答案的解释结果集, 最终根据结果集生成 “问题－答案－解
释” 三元组集供大模型认知、 理解, 以提升知识问答效能。

综上所述, 现有政策知识问答系统研究提供了相对成熟、 基于知识库的政策知识问答系统构建方案, 但相关

系统实质仍通过识别问句关键信息、 多维机械式关联问题库与答案库来组合生成答案, 致使系统受限于问题库、
答案库所预设模板, 难以深度理解用户的多样化生成高价值答案内容需求, 也难以满足复杂场景下的综合政策问

答需求, 亟需借助具备自理解、 自组织、 自生成优势的大模型技术提升政策知识问答系统的服务性能。 此外, 鉴

于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方法在克服大模型生成幻觉方面的成效及可移植性, 知识图谱可用于大模型的预训练、 推

理、 生成等环节, 以增强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的问句精准识别、 答案智能生成能力, 为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

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奠定基础。
２　 系统总体设计

本研究参考基于知识库的政策知识问答系统构建范式与部分领域大模型应用实践, 结合知识图谱增强大模型

方法, 分析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以指导系统设计、 构建。
２. １　 设计基础

２. １. １　 设计目标

本研究顺应政府公共服务智慧化变革与政策知识服务数智化创新趋势, 结合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大模型与知

识图谱应用实践[１５], 系统分析政策知识问答的智能化、 个性化服务需求, 充分融合知识图谱的知识语义表示、 智

能推理优势与大模型的智能理解、 组织与生成等优势, 通过知识图谱为政策大模型注入事实性知识, 以最大程度

消除大模型 “知识幻觉” 问题, 进而依托知识图谱增强的大模型技术方法进行语义分析并精准识别用户自然语言

式提问中的关键信息、 智能推理用户需求, 同时据此智能组织知识, 生成精准且专业的自然语言式答案, 最终形

成协同问答场景、 政策数据、 知识图谱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 以便辅助体系化揭示并整合各核心

处理环节, 指导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构建实践。
２. １. ２　 设计原则

(１) 处理体系化。 本着通过分层解耦来体系化聚合数据采集、 数据预处理、 图谱构建等处理环节的宗旨, 本

系统设计遵循知识图谱增强的知识问答机理, 通过 ＡＰＩ 接口协同各处理环节, 按需集成外部 ＡＰＩ 来增强知识问答

广度和深度, 提升系统拓展性, 最终构建组件协同、 流程优化、 性能优异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２) 部署轻量化。 本着精简设计、 复用算法宗旨, 本系统设计遵循开源技术框架封装系统各处理环节以简化

系统部署流程, 提升系统的自适应性和可移植性。
２. １. ３　 设计思路

系统总体遵循 “问句理解－答案生成” 逻辑并结合 ＲｅＡｃｔ 模式[１５]、 知识增强文本生成原理[１６], 来解析知识图

谱增强的大模型生成内在逻辑与机理, 分层组织知识图谱构建、 问答处理等处理环节。 系统运行依托开源的知识

增强大模型、 系统构建框架, 支撑政策大模型问答逻辑, 以充分利用知识图谱数据精确整合、 信息语义关联、 知

识理解推理等优势来精准化、 体系化大模型知识问答处理, 实现基于语义认知的智慧政策知识问答服务。
２. ２　 运行机制

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按层逻辑组织、 协同管理、 关联集成各处理环节, 并通过

ＡＰＩ 接口支撑服务交互层、 问答处理层、 图谱构建层与数据整合层间交互, 如图 １ 所示。
２. ２. １　 服务交互层

服务交互层提供访问界面来处理用户与系统交互。 其接收用户提问输入、 接受并展示问答处理层生成的答案,
并根据反馈评价、 会话管理、 服务更新等需求拓展 ＡＰＩ 来提供精准交互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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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机制

２. ２. ２　 问答处理层

问答处理层分析所接收的用户提问, 进而检索知识库以识别其中的关键信息并据此构建提示词模板, 再交由

大模型基于其 “知识涌现” 能力自主分析、 组织、 生成自然语言式答案并返给服务交互层, 涉及问句处理、 答案

生成环节。
２. ２. ３　 图谱构建层

作为政策知识问答系统稳定、 精准服务的重要保障[１１], 图谱构建层精准建模表层、 内核政策要素、 内涵、 关

系, 按知识要素类型分别运用正则表达式、 智能算法抽取数据集中的政策知识, 构建政策知识图谱并形成图知识

库, 最终辅助大模型推理分析用户提问, 实现知识增强的智能问答, 涉及政策知识建模、 政策知识抽取环节。
２. ２. ４　 数据整合层

高效采集、 处理多源数据是知识问答系统智能性的基础特征[１７]。 数据整合层分布式采集、 预处理多源异构政

策数据, 为图谱构建等环节提供数据保障, 涉及政策数据采集、 政策数据预处理环节。
３　 系统构建与效果评测

本研究大规模搜集科技政策数据样本, 基于语义知识模型、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构建用于增强大模型的

政策知识图谱, 进而基于该图谱构建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并从基础问答、 动态问答、 专题

问答、 综合解读维度测评所构建系统功能。
３. １　 政策知识图谱智能构建

３. １. １　 数据集构建

考虑政策时效性、 可获取性、 连续性及计算资源限制, 本研究以省部级政府门户网站、 北大法宝数据库、 查

策网等为数据源, 参考 《科技政策与进步法》, 以 “科技计划” “科技创新” “知识产权保护” “创新创业” “科技

人才” “科学成果转化” “技术推广” “科技合作” “科技奖励” 等为关键词检索 ２０１５—２０２３ 年省部级科技政策条

文, 用网络爬虫共采集到 １１ ２３５ 条数据记录, 按所属地区、 发文日期、 政策标题、 发文字号、 政策原文、 政策链

接结构化处理后形成初始数据集。 然后, 用正则表达式预处理政策数据后形成 １１ ０９７ 条记录, 涉及停用词处理、
降噪、 去重、 人工补缺操作。
３. １. ２　 语义知识建模

参考张维冲[１８]、 支凤稳[１９]的政策知识图谱构建实践, 本研究解析政策语义要素、 定义要素内涵、 分析政策要

素与政策文件间关系以建模政策知识, 保障知识库深度、 广度及精准度, 具体如表 １、 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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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政策语义要素及其内涵

要素类别 要素名称 要素内涵

表层要素

所属地区 政策发布或适用的地区, 本研究中部级单位制定的政策为 “国家政策”

发文机构 政策文件的发布机关

发文日期 政策文件的正式发布日期, 表明政策的生效时间

发文字号 政策文件发文登记时赋予的唯一编号

政策原文 政策文件的完整内容, 包括标题、 正文等核心部分

政策链接 政策文件在互联网上的访问地址链接

内核要素

指导思想 政策制定的理论指导

依据文件 政策制定过程中参考或依据的政策文件、 法律法规、 研究报告等

目标群体 政策直接影响或意图服务的特定群体

社会问题 政策旨在解决的社会现象或问题

协同机构 政策文本中要求协同执行的政府机构、 社会组织等

政策措施 政策文件提出的行动方案、 计划、 要求等

表 ２　 政策的语义要素及与政策文件的关系

要素类别 要素名称 与政策文件关系 要素类别 要素名称 与政策文件关系

表层要素

所属地区 政策文件－属于－所属地区

发文字号 政策文件－发文－文件字号

发文日期 政策文件－生效－发文日期

政策链接 政策链接－链接－政策文件

发文机构 发文机构－制定－政策文件

政策原文 政策文件－指代－政策原文

内核要素

政策措施 政策文件－实施－政策措施

社会问题 政策文件－针对－社会问题

目标群体 政策文件－面向－目标群体

依据文件 政策文件－引用－依据文件

指导思想 政策文件－遵循－指导思想

协同机构 协同机构－执行－政策文件

３. １. ３　 政策知识抽取

(１) 表层知识要素抽取。 考虑政策表层知识要素结构化特征、 文本表现形式较固定的实情及其抽取的高效性、
准确性、 易实现性需求, 本研究在数据采集与处理阶段, 通过正则表达式结构化、 精确化抽取知识要素, 并通过

ｐｙ２ｎｅｏ 库直接存入 Ｎｅｏ４ｊ。
(２) 内核知识要素抽取。 多维、 隐式、 深层政策知识要素语义挖掘是政策知识图谱的细粒度构建、 智能化利

用核心[１８]。 鉴于正则表达抽取法难以支撑泛主题、 杂内容海量政策文本的政策内核知识要素抽取, 以及基于算法

直接抽取法难以充分理解政策文本语义实情, 本研究先根据内核知识要素内涵人工标注政策文本以显性化内核知

识要素特征, 形成富语义政策标注数据集, 再用深度学习算法自学习、 理解该标注数据集的语义信息以精准认知

政策知识规律, 训练结束后用该算法准确抽取政策的内核知识要素。
①数据标注。 本研究组建包含多名相关学科硕士生、 本科生及一位领域专家的数据标注小组, 由该小组根据

内核知识要素设计政策知识实体, 并基于 ＥａｓｙＤａｔａ 软件用 ＢＩＯＥＳ 标注法可视化标注政策文本数据, 进而辅助提

高算法的实体识别精准度。 政策标注数据集示例如表 ３ 所示。 其中, “Ｂ” 表示实体开始, “ Ｉ” 表示实体中间部

分, “Ｅ” 表示实体结束, “Ｏ” 表示非实体词, “Ｓ” 表示单独实体。 实际标注中, 需通过多轮标注来形成初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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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并交由专家审核, 小组按专家意见迭代形成政策标注数据集, 并按 ８ ∶ １ ∶ １ 比例分为训练数据集、 验证数

据集和测试数据集, 具体包含 ５ ４２０ 条、 ６７７ 条、 ６７９ 条政策数据。
表 ３　 政策标注数据集示例

原始文本 标注结果 标注解析

编制产业知识产权发

展状况报告

“编－Ｂ－政策措施” “制－Ｉ－政策措施” “产－ Ｉ－政策措

施” “业－Ｉ－政策措施” “知－Ｉ－政策措施” “识－Ｉ－政策

措施” “产－Ｉ－政策措施” “权－Ｉ－政策措施” “发－Ｉ－政
策措施” “展－Ｉ－政策措施” “状－Ｉ－政策措施” “况－Ｉ－
政策措施” “报－Ｉ－政策措施” “告－Ｅ－政策措施”

“编制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政
策措施” 实体; 其中 “编” 标为实体

开始, “告” 标为实体结束, 其余标为

实体内容

聚焦支持创新型中小

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

要发源地

“聚－Ｏ” “焦－Ｏ” “支－Ｏ” “持－Ｏ” “创－Ｂ－目标群

体” “新－Ｉ－目标群体” “型－Ｉ－目标群体” “中－Ｉ－目标

群体” “小－Ｉ－目标群体” “微－Ｉ－目标群体” “企－Ｉ－目
标群体” “业－Ｅ－目标群体” “成－Ｏ” “长－Ｏ” “为－
Ｏ” “创－Ｏ” “新－Ｏ” “重－Ｏ” “要－Ｏ” “发－Ｏ” “源
－Ｏ” “地－Ｏ”

“创新型中小微企业－目标群体” 实体;
其中 “创” 标为实体开始, “业” 标为

实体结束。 此外, Ｉ 标为实体内容, Ｏ
标为无效信息

　 　 ②算法训练。 根据硬件资源环境限制及系统精准表示特征、 深度理解语义、 高效抽取知识等需求, 本研究基

于政策标注数据集训练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 以捕捉政策关键语义信息、 认知政策数据深层知识规律, 进而

高效抽取政策的内核知识要素。 具体而言, 本研究选取基于大规模中文语料训练后的 ＢＥＲＴ 模型作为算法底座,
用 ＢＥＲＴ 模型的中文语境基础理解能力矢量化政策标注文本特征并输至 ＢｉＧＲＵ 中间层, 再由中间层基于双向门控

结构过滤无效信息并保留上下文重要特征以理解政策文本潜在语境: ＢｉＧＲＵ 双向基于重置门机制、 更新门机制分

别识别政策标注文本局部特征、 前文特征以获取其上下文依赖特征; 由 ＣＲＦ 输出层用状态转移矩阵来数学建模政

策标注文本位置特征, 并据此通过条件概率函数来整合上下文特征进而输出最优全文特征序列, 最终提升算法模

型的实体识别准确性。
③验证测评。 本研究用精确率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 召回率 ( ｒｅｃａｌｌ, Ｒ) 及 Ｆ１ 值 (Ｆ１ ｓｃｏｒｅ) 来多轮测评算法

训练过程中的实体抽取效果, 测评最优值如表 ４ 所示, 并将内核政策知识要素的抽取结果存入 Ｎｅｏ４ｊ, 进而融合表

层知识要素实例数据最终构建的科技政策知识图谱如图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大规模政策数据训练后的 ＢＥＲＴ－
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可捕捉政策的关键语义信息、 认知政策数据的深层规律, 并一定程度理解政策语境, 可有效支持

政策内核知识抽取及问句关键信息识别。

图 ２　 科技政策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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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算法实体抽取效果测评

数据集 含义 Ｐ (％) Ｒ (％) Ｆ１ (％) 数据集 含义 Ｐ (％) Ｒ (％) Ｆ１ (％)

ｄｅｖ. ｔｘｔ 验证数据集 ８０. ４２ ９０. ６８ ８５. ２５ ｔｅｓｔ. ｔｘｔ 测试数据集 ７９. ８３ ９０. ０６ ８４. ６３

３. ２　 系统实现及其功能测评

３. ２. １　 系统功能实现

(１) 基础环境与技术选型。 根据大模型参数的文件存储、 模型加载、 计算处理等需求, 本研究首先云端配置

大模型的计算环境, 包括硬盘、 内存、 显卡等硬件资源; 本地配置问答系统的基础环境, 包含 ＣＰＵ、 内存、 硬盘

等硬件资源。 其次, 根据系统的稳定性、 适应性需求, 本研究选择较可靠的 Ｐｙｔｈｏｎ３. ９ 作为编程语言以充分利用

其自带的丰富开源库, 选择集成性良好的 ＰｙＣｈａｒｍ ２０２２. １. 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作为 ＩＤＥ 工具以更高效编写、 编译、
调试代码; 根据 ＭＶＣ 系统构建、 大模型应用范式, 分别选择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框架作为系统构

建、 大模型部署框架; 根据系统的计算性能、 矩阵运算需求, 分别选择 ＣＵＤＡ、 ＰｙＴｏｒｃｈ 作为并行计算引擎、 深

度学习引擎, 以充分发挥 ＧＰＵ 计算性能, 优化计算流程。 最终选定的云端＋本地软硬件环境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系统构建的基础环境与技术选型

名称 版本 名称 版本

编程语言 Ｐｙｔｈｏｎ３. ９ 编程环境 ＰｙＣｈａｒｍ ２０２２. １. 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并行计算引擎 ＣＵＤＡ １２. ０ 深度学习框架 ＰｙＴｏｒｃｈ ２. １. ２

显卡 ＲＴＸ３０９０ｔｉ (２４Ｇ 显存) 内存 ６４ＧＢ (云端), １６ＧＢ (本地)

硬盘 ２５６ＧＢ (云端), １ＴＢ (本地)

(２) 系统部署。 本研究依托 Ａｕｔｏｄｌ 云算力平台构建大模型计算的硬件环境, 进而基于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框架云端部署 ＣｈａｔＧＬＭ３－６Ｂ 模型, 并提供 ＡＰＩ 支持 ＨＴＴＰ 式本地访问; 基于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封装 ＣｈａｔＧＬＭ３－６Ｂ 模

型调用 ＡＰＩ 并配置路由, 以支持本地 Ｗｅｂ 式访问; 本地部署请求交互模块, 基于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框架部署

问答处理模块, 以支持基于政策知识图谱、 大模型进行问句识别、 答案组织与生成。

图 ３　 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问答系统程序包结构

(３) 功能实现。 本研究所构建系统 ＩＤＥ 中程序包结构如图 ３ 所示。 系统接收到用户通过 Ｗｅｂ 问答界面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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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求后, 交由请求交互模块据此调用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模型来识别用户提问的关键信息, 系统根据识别结果

检索政策知识图谱并识别用户真实需求, 进而据此补全 ｐｒｏｍｐｔ 模板并交由云端大模型来语义理解、 智能组织、 精

准生成答案。
具体而言, 前端 Ｗｅｂ 交互界面涉及封装大模型 ＡＰＩ 的 ｕｒｌｓ 程序、 提供前端问答 Ｗｅｂ 界面的 ｉｎｄｅｘ 程序; 问

答业务逻辑涉及用于接收由 ｕｒｌｓ 程序转交的用户提问的 ｖｉｅｗｓ 程序, 调用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来识别用户提

问中关键信息的 ｎｅｒ＿ ｂｅｒｔ＿ ｂｉｇｒｕ＿ ｃｒｆ 程序, 根据识别结果检索知识图谱以识别用户真实需求并返回知识三元组,
根据三元组补全 ｐｒｏｍｐｔ 模板交由云端大模型理解、 组织、 生成答案并返至 Ｗｅｂ 端的 ｑ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等程序。 此外,
还涉及存储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参数文件的 ｍｏｄｅｌ 程序、 封装 Ｎｅｏ４ｊ 访问 ＡＰＩ 的 ｓｔａｔｉｃ 程序。
３. ２. ２　 系统功能测评

(１) 测评方法和目的。 鉴于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功能测评的研究匮乏, 本研究参考李晓松等[２０]设计的科

技情报研究领域大模型测评总体框架, 构建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功能测评数据集, 从基础能力、 动态能力、
专题能力、 综合能力四个维度, 全面测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的功能, 测评结果详见表 ６。 需注意的是, 限于

原始答案集的规模, 表中的问答结果为简化后的大模型回答要点。
表 ６　 知识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功能测评结果

问题类型 问题示例 回答结果

基

础

能

力

政策

背景

长三角系列科技政策制定背景是

什么?
长三角系列科技政策制定背景主要有: 国际竞争压力; 提高区域发展质

量; 提升产业链水平; 争夺人才

政策

检索

河南省种业农业发展政策有哪

些?

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农业省份, 为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出台了系列政策来支持种业农业发展, 主要有 «河南省农业厅关于促进

农业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

意见» «河南省农业厅关于实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河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农业厅关于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
«河南省农业厅关于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方案»

政策

咨询

如何申请国家企业技术认证中心

认证?

申请国家企业技术认证中心认证需遵循以下步骤: 了解认证要求; 准备

申请材料; 填写申请表; 提交申请材料给国家企业技术认证中心; 等待

审核; 获得认证

动

态

能

力

政策

规划

请分析广东省科技政策整体规划

设计

广东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科技政策整体规划设

计注重以下方面: 优化科技创新体系; 加大研发投入; 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 培育引进高端人才; 推动科技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促进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 推动科技支撑经济发展

政策

发展

请分析湖北省科技政策定位及未

来政策制定方向

湖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省份, 科技政策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

面: 支撑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

科技与产业融合。 未来湖北省科技政策制定方向集中在以下方面: 加强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和引进高端人才; 推动科

技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促进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建设; 推

动科技支撑经济发展

政策

制定

请分析浙江省科技政策制定的重

心与要点

浙江省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科技政策制定重心与要

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培育

引进高端人才; 推动产业升级;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 促进科技创新政策

体系建设; 推动科技支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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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 问题示例 回答结果

专

题

能

力

政策

综合

解读

«河北省加快推进钢铁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 主要内容有

哪些?

«河北省加快推进钢铁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主要内容包括: 提高

政治站位; 强化政策支持;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加强组织实施; 严格控

制产能规模;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加强国际合作与 “走出去” 步伐

政策

专题

分析

江苏省规范推进特色小镇的政策

安排情况有哪些?

江苏省政府规范推进特色小镇的政策安排主要包括: 加强小镇规划; 完

善小镇基础设施; 优化产业布局; 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 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和治理; 优化小镇居民和服务; 鼓励创新和创业; 加强小镇运

营和管理

政策

专题

综述

浙江省培育未来发展企业的政策

制定情况综述

以下是对浙江省培育未来发展企业的政策制定情况的综述: 优化营商环

境; 支持科技创新; 鼓励企业上市; 促进产业升级; 加强人才培养; 推

动企业兼并重组

综

合

能

力

政策

对策

湖南省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面临的

问题、 原因及政策解决方案有哪

些?

湖南省推进科技创新发展面临问题和原因主要有 (原政策并未提及,
大模型基于现有政策数据自行生成): 研发创新能力不足; 产业结构不

合理; 人才流失问题; 创新能力受限。 针对这些问题, 湖南省政府采取

了系列政策解决方案: 加大研发投入; 优化产业结构; 培育引进人才;
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促进产学研融合;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政策

预测

请分析海南省现代渔业发展前景

及未来政策制定策略

新时代背景下, 海南省现代渔业发展前景良好, 未来政策制定策略如下

(现有政策数据集中无海南省现代渔业相关政策, 大模型自行生成):
提升渔业产业结构;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 建立健全现代渔业管理体系;
促进渔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 保障渔业生态安全

(２) 测评结果及分析。 从表 ６ 可看出, 针对基础能力, 系统可语义理解政策背景、 政策检索需求、 政策咨询问

题等, 并根据已有数据准确生成答案; 针对动态能力, 系统可基于已有政策要点, 从宏观环境、 产业体系、 政策体

系、 政策措施等方面, 动态回答政策规划、 政策发展、 政策制定等问题; 针对专题能力, 系统可依托知识图谱智能识

别用户专题需求, 限定检索范围并综合解读、 专题分析、 专题综述特定区域、 领域、 主题政策, 以准确生成答案; 针

对综合能力, 系统自行生成原始政策中并不存在的内容, 但回答政策对策、 预测等问题的逻辑性欠佳。
分析可得, 相较传统政策知识问答系统及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本研究所构建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

识问答系统更注重基于结构化知识增强大模型的语义知识理解及逻辑推理能力, 可高效理解用户需求并据此智能

解读政策资源, 以理解政策体系、 发展阶段及方向并动态针对性生成答案, 表现出良好的基础能力、 动态能力、
专题能力。 但面对政策资源缺失场景下的复杂问题分析处理情形, 系统虽可依托大模型理清用户的提问逻辑并自

组织、 生成答案, 但综合能力表现不理想。
４　 结语

综上, 本研究首先遵循处理体系化、 部署轻量化原则, 分析了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运行

机制, 以分层解耦、 整体揭示系统构建逻辑: 具体分为数据整合层 (采集、 预处理政策数据)、 图谱构建层 (抽
取政策表层、 内核知识要素, 并据此构建政策知识图谱)、 问答处理层 (解析用户提问并据此检索知识图谱、 丰富

提示词, 以辅助政策大模型语义理解用户提问、 智能生成答案)、 服务交互层。 其次, 本研究依托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
开源大模型应用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框架, 构建了 Ｗｅｂ 式云端接入＋本地问答处理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
基于 Ｄｊａｎｇｏ 框架部署 Ｗｅｂ 问答界面、 后端知识图谱构建环节, 以基于领域知识模型抽取政策数据集知识实体并

构建政策知识图谱 (具体用正则表达法抽取表层知识实体, 用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学习人工标注后数据集的

内核知识特征并据此抽取实体, 进而融合实体关系来构建知识图谱并存至 Ｎｅｏ４ｊ); 基于 Ｌａｎｇｃｈａｉｎ－Ｃｈａｔｃｈａｔ 框架

部署 ＣｈａｔＧＬＭ３－６Ｂ 模型, 进而调用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提取用户提问中的关键信息, 并据此检索政策知识

图谱、 补全 ｐｒｏｍｐｔ, 以便大模型更精准理解问句、 生成优质答案并返给用户。 最后, 本研究自建科技政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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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并据此用精确率、 召回率等指标测试了基于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法抽取政策知识的效果; 自建问答测试集

并从基础能力、 动态能力、 专题能力、 综合能力视角评测了所建系统的功能。 结果显示: ＢＥＲＴ－ＢｉＧＲＵ－ＣＲＦ 算

法可高效抽取政策知识, 所构建系统的基础能力、 动态能力、 专题能力出色, 但该系统在复杂问答环境下的综合

能力不理想。
下一步, 笔者将从数据智能复杂系统工程视角, 及基础设施、 问答数据、 问答技术、 问答业务、 问答服务维

度, 系统构建知识图谱增强的政策大模型知识问答系统架构体系; 同时, 从系统功能完善视角, 丰富本研究所构

建系统的功能并增加反馈提升功能, 以形成 “数据集构建－知识库构建－知识增强问答－反馈提升” 功能链: 探索

扩充知识图谱实例数据及政策问答数据集等标注数据集, 进而据此通过微调方式来提升系统的语义理解能力, 通

过大模型自适应补全知识图谱数据, 以提升系统的复杂问答场景识别、 答案智能生成能力, 最终构建智慧政策知

识问答系统, 助推智慧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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