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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大语言模型具有高质量完成自然语言的理解、分析、生成等特性,对垂直搜索引擎中的

问题理解、增强搜索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与知识图谱相结合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搜索结果的相关性

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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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big language models have the property of comple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alysis, and 

genera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with high quality, which positively affects the problem understanding and 

enhanced search in vertical search engin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bination with knowledge graph help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levance and depth of 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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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量的迅猛增长,垂直搜索引擎因其具备的专业化

特质与查询结果的高度相关性而备受用户喜爱。然而,随着用户

对海量文档的搜索深度与结果精确度需求的不断提升,对传统

搜索技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近年来,大语言模型的兴起为破

解该难题开辟了新途径,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大语言模型,

在自然语言理解、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性能出色[2],仅使用少量

示例数据,即可高质量地完成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类任务。在面

对海量文本搜索需求时,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垂直搜索引擎中,

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1 大语言模型 

2022年11月30日,OpenAI发布了生成式大语言模型ChatGPT[3], 

相较于常规模型,ChatGPT具有千亿参数,具备流畅的文本生成

能力,能够撰写新闻稿,模仿人类叙事,创作诗歌,初步验证了通

过海量数据和大量参数训练出来的大语言模型能够迁移到其他

类型的任务,展示了生成式模型的强大功能。随后发布的GPT-4

模型,在提高语言处理能力基础上,增加了图像识别、提取能力,

可回答数学、编程、视觉、药物、法律和心理等通识问题,被认

为是一个早期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4]。 

在大语言模型时代,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大幅提升,除了能

高质量完成自然语言生成类任务,还具备以生成式框架完成

各种开放域自然语言理解任务的能力。只需要将模型输出转

换为任务特定的输出格式,无需针对特定任务标注大量的训

练数据,ChatGPT即可在少量样本的情况下达到令人满意的

性能。 

大语言模型由于具备上下文学习能力、可观的通用知识容

量、较好的泛化性和较强的复杂推理能力,在应用端落地的定位

理解,便从“替代”转化为“赋能”。因此,将大语言模型与搜索

相结合,在理解问题、回答准确度和个性化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优

化,可以大幅降低处理信息复杂度、提升用户体验。 

2 传统垂直领域信息检索的弱点 

信息检索旨在根据用户的查询意图,从现有的资源库(通常

为数据库、自然语言文本等)中寻找相关的信息资源返回给用

户。作为克服信息过载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信息检索系统已成为

人类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途径[5],但传统垂直领域的信息检索

仍存在一些技术问题： 

传统的垂直领域搜索引擎一般基于领域内专业知识库进

行搜索,通常分为数据库类和自然语言文本类,一般采用数据

库查询机制、关键词匹配及排序算法等搜索技术体系,通过对

用户查询关键词进行语义解析,融合预设的索引架构与排序

准则,从海量数据资源中筛选提取关联信息[6]。然而,这种技术

策略的局限性在于难以深刻领悟用户查询意图,特别是当面



计算机与自主智能研究进展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236(P) / 2972-424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7 

Advances in Computer and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Research 

临复杂或含糊的查询请求时,所呈现结果的相关度与精确性

存在较低的情况。 

此外,传统的垂直领域搜索引擎在处理自然语言文本时,通

常采用信息抽取的方式建立检索知识库,依据预设的知识结构,

抽取目标知识(例如实体识别、关系抽取、事件抽取等)。面对

不断涌现的应用场景,该方式只能采用“看到一类,定义一类,

构建一类”的模式构建知识库,效率较低。由于知识表示存在

限制,只能对已定义的知识类型进行抽取,无法对难以定义结

构的知识类型进行抽取；已有知识抽取过程包含多个中间子

任务(如实体/事件识别、实体/事件消歧、关系抽取、属性抽

取等),这种序列化且多步处理的抽取范式往往会引起错误传

递和积累问题,抽取准确率会随着知识结构复杂度的升高而

急剧下降[7]。 

3 大语言模型在垂直领域信息检索中的应用 

3.1问题理解 

传统的信息搜索引擎是一种以关键词匹配为核心的知识调

用方式,因此传统的搜索入口一般是关键词,而对于自然语言表

达的问句搜索也多采用实体抽取等语义分析方法抓取查询语

句中的关键词。然而,将大语言模型引入垂直搜索引擎,可以

更深层次地进行问题理解,并生成更符合用户期望的搜索提

议及反馈。 

问题理解的核心是将表达多样、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映射

为无歧义的目标语义结构。大语言模型借助“预训练大语言模

型+任务微调”的典型范式,可以通过上下文学习、用户反馈

和提示等语义分析模型的能力对垂直领域内的专业知识进行

学习和微调。面对用户提出的含糊或开放式问题时,通过提示

词数据的小样本学习,在语义分析的编码解码过程中增加语

义知识和领域知识的引导[7],可以深入理解查询背后的意图及

情境信息,转换为对现有搜索服务、数据服务、SQL表达式等

调用模式。 

因此,将大语言模型应用于垂直领域信息检索,有助于打破

用户表达需求的限制,使任何人都能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信息

检索。 

3.2搜索结果精准定位 

由于垂直领域搜索既可以对各类领域内专业文本进行全文

搜索,也可以对领域数据库信息进行全库搜索,甚至将两者信

息结合作为搜索目标。在使用传统搜索时,用户通常会提出相

对简洁的查询问题,搜索引擎会将与搜索相关的网页链接和

摘要的列表作为查询结果,如果是针对数据库的搜索,会将与

关键词相关的搜索结果纳入到列表中。用户还可以通过访问

超链接的形式直接访问源材料,并且通过页面展示的结果溯

源内容,便于让用户看到不同信息源间信息的一致性或分歧。

但是,这种传统搜索方式需要用户自行对搜索结果进行信息整

合,既困难又耗时。 

如果将传统搜索结果输入给大语言模型,利用大语言模型

的即时信息和知识的汇总能力,可以使用户能够获得相对精准

的答案,而不是深入浏览多个页面或数据库表格,自行分析总结

答案；不仅如此,还可以将数据库搜索、页面搜索与文本搜索的

结构结合起来。一般情况下,将排序前十的搜索结果作为语料提

供给大语言模型,由大语言模型结合问题进行知识汇总,以生成

式方式返回问答结果,同时对结果附有引用链接,在保证可靠性

的同时便于用户溯源或深入研究。 

3.3个性化用户体验 

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用户的搜索历史、偏好和行为模

式提供个性化推荐,包括内容推荐、搜索界面和交互方式的个性

化设置等方面,从而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大语言模型能够

较细致地解析用户过往的搜索历史和相关情境信息,进而在提

供搜索服务时实现更高层次的个性化与连贯性的对话体验。该

技术的显著优势在于能精准捕捉用户的查询习惯与偏好,基于

此定制化生成既满足用户独特需求又促进有效互动的检索结果

与内容反馈。 

首要地,大语言模型通过深入剖析用户过往的查询记录,能

有效辨识出用户的兴趣焦点及查询习性。此分析超越了单一查

询的直观信息,进而揭示查询背后隐藏的深层意图与用户行为

模式。举例来说,模型能够察觉用户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对某一议

题的持续关注度,或关注用户在多样查询中的偏好倾向。鉴于上

述洞见,搜索引擎得以校准其算法机制,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

搜索反馈,贴合用户的特异化需求[8]。 

3.4搜索源插件化接入 

在信息获取与知识服务学科范围内,大语言模型的应用正

不断拓宽其功能范畴,尤其在通过插件化服务与实时信息源对

接的方面。这一对接机制赋予了大语言模型接入并融合最新数

据资源的能力,进而向用户提供时效性突出、精确度高的信息服

务。以ChatGPT为例,其引入的插件功能不仅增强了模型在信息

处理方面的效能,也极大提高了用户体验的质量。 

ChatGPT的插件机制支持与各类资料库、数据源的对接。在

技术实施层面,插件服务往往涵盖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调用

及数据流的即时处理,借助此类接口与外界数据资源进行互动,

及时获取信息,并运用其卓越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这些信息

进行解析与整合。这一系列操作不仅对模型提出了高效数据处

理能力的要求,还强调了在处理个人或机密机构数据时,必须确

保数据的安全性及隐私保护措施的可靠性。 

4 未来发展方向 

4.1可解释性与可控性 

随着模型参数和深度的增长,模型的决策过程变得越来越

难以解释,提升模型的可解释性是增强其透明度的关键,通过采

用如特征重要性分析和决策树可视化这样的可解释性技术,可

以深入洞察模型的预测机制；另外,提高模型的控制能力意味着

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用户的要求来调整模型的操作,以保证

模型输出的准确性和灵活性。 

4.2多模态融合 

大语言模型的成功不断推动着多模态大模型的研究和发



计算机与自主智能研究进展 
第 2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972-4236(P) / 2972-4244(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58 

Advances in Computer and Autonomous Intelligence Research 

展。多模态融合技术结合了文本、图像、语音等多种信息源,

以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搜索体验。这种信息融合不但强化了

信息表达的能力,还增加了搜索结果的关联度和准确度。未来,

多种模态(甚至任意模态或信号)输入,能更深入地洞察不同模

态数据间的固有联系,进而在数据搜索阶段给出更全面和深度

的分析方案。 

4.3鲁棒性和安全性 

提高模型的鲁棒性涉及增强其对输入数据变化的抵抗力,

确保在面对噪声或异常值时仍能稳定工作。在确保模型安全的

同时,防止其产生有害的内容的关键在于实施内容的过滤和采

用安全措施。 

5 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大语言模型极

大地优化了垂直搜索引擎的精确度与效能,增强了检索结果的

关联度与深度内涵,为用户提供更富有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搜索

体验。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大语言模型在搜索引擎

领域能够产生更为广阔且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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