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F-智谱大模型基金项目申报主题介绍 

（各主题均不限于给定的建议研究方向，申请人可自行拓展决定。） 

 

1. 预训练理论： 

1.1 预训练模型鲁棒性（Robustness）和泛化性（Generalization）提升 

预训练语言模型目前仍存在鲁棒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其鲁棒性造成了潜在的

安全威胁。同时，预训练模型也需要提高在下游任务上的泛化能力。本课题旨在探索

解决预训练模型鲁棒性和泛化性问题的技术。 

建议研究方向： 

1）模型鲁棒性的提升； 

2）模型泛化性的提升。 

 

1.2 预训练模型在分布外数据（out-of-distribution data）上的过度自信问题解决 

预训练模型在分布外数据（out-of-distribution data）上会有过度自信问题，

导致在某些问题上会给出反直觉的答案。如何处理这种分布外数据是非常有挑战的。

本课题旨在研究解决预训练模型在分布外数据过度自信的问题。 

建议研究方向： 

使用贝叶斯方法提升模型处理分布外数据的能力。 

 

1.3 预训练模型针对事实性的提升 

预训练模型对于基于事实性知识的任务处理能力仍有待提高。本课题旨在研究提

升预训练模型对事实性知识相关任务的处理能力。 

建议研究方向： 

提升预训练模型处理事实性知识相关任务的能力。 

 

1.4 预训练模型的认知和知识学习（包括认知架构、知识增强、知识支持、知识监督

等） 

认知是人类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掌握世界知识是构建人工智能系统不可缺少

的部分，对下游应用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随着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的不断发展，人们

发现大模型可以学习到一些知识，也具有理解知识相关语言文本的能力。但是当前研

究缺乏对大模型在知识认知能力上的深入研究。本课题旨在研究预训练模型的知识认

知能力。 

建议研究方向： 

对大模型掌握事实、概念知识的程度进行细致、全面的探测，以指导下游应用的

模型选择。 



2.  预训练技术： 

 

2.1 预训练模型的推理加速技术 

预训练模型在推理时，由于计算量较大，推理速度相对较慢，影响了预训练模型

的响应速度。对模型进行推理加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课题旨在研究预训练

模型的推理加速技术。 

建议研究方向：针对预训练模型的推理进行优化，包括算子融合、模型并行、内

存管理等。 

 

2.2 预训练模型的压缩技术 

目前预训练模型在推理时占用显存较大，对于算力资源的需求较大，限制了预训

练模型的广泛应用。如何降低模型参数规模，减少推理内存的需求，使预训练模型在

较小 GPU上运行，并能加快推理速度，且尽可能保留原有性能，是一项非常重要且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本课题旨在研究压缩预训练模型的关键技术。 

建议研究方向： 

1）对预训练模型进行量化； 

2）预训练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知识蒸馏； 

3）对预训练模型进行剪枝。 

 

2.3 预训练模型的多平台适配（包括数据移动、并行策略、大规模训练等） 

目前业界涌现了很多 gpu平台，除 NVIDIA、AMD之外，还有华为昇腾、神威、海

光 SOC等，预训练模型在这些平台上的适配还不充分。对于多平台的适配，涉及数据

移动、并行计算、大规模训练等方面。本课题旨在研究适配于多平台的大模型训练与

推理框架。 

建议研究方向： 

1）在多平台进行模型训练，发现低效的模块和算子并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2）对于并行策略进行优化和融合，并减轻由卡规模较大产生的故障问题； 

3）利用自动调优等技术手段提高训练的软硬件适配度，使模型能在超大规模集群

运行并大大降低算力消耗。 

 

2.4 预训练模型赋能的知识获取 

研究发现大模型可以学习到事实知识，也具有理解知识相关语言文本的能力。由

此，如何利用预训练模型对知识图谱进行增强，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本课题旨在研

究探索预训练模型与大规模知识图谱相互帮助、增强的途径。 

建议研究方向： 

利用预训练模型进行知识获取。 

 



2.5 预训练模型的领域适应与任务适应技术 

预训练模型学到的是通用领域的知识，如何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下游的

特定领域或者特定任务进行优化，是模型实际应用中的痛点。本课题旨在研究通用领

域的预训练模型如何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任务进行适应。 

建议研究方向： 

1）针对特定领域的预训练模型的领域适应技术； 

2）针对特定任务的预训练模型的任务适应技术。 

  

3. 预训练模型： 

3.1 多语言的预训练模型 

单语言的预训练模型只能解决单一语言的应用场景。在实际语境中，经常有一种

语言文本混有其他语言，或者多语言交替出现的场景。同时，考虑到不同语言表征到

同一语义空间的可能性，使用通用的多语言模型，可以提升对低资源的语言的处理能

力。由此，本课题旨在研究如何提升多语言预训练模型的理解与生成能力。 

建议研究方向： 

1）提升多语言预训练模型的理解能力； 

2）提升多语言预训练模型的生成能力。 

 

3.2 多模态的预训练模型 

实际应用场景中，视觉/语音/文本数据经常是同时出现的，使用多模态预训练模

型可以解决多种数据同时处理的问题。目前多模态预训练模型的输入输出信号处理方

法以及预训练的目标多种多样，本课题旨在探索更加统一的多模态的信号处理，以及

更加通用的多模态预训练模型。 

建议研究方向： 

1）统一的多模态信号处理方法； 

2）通用的多模态预训练模型。 

 

3.3 融合知识图谱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知识图谱显式地存储了世界知识，如何使用知识图谱对于预训练模型的知识处理

能力进行提升，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本课题旨在研究如何利用知

识图谱提升预训练模型的认知能力。 

建议研究方向： 

利用大规模知识图谱中的实例及其概念体系对大模型做针对性增强，提升大模型

对长尾事实和抽象概念的掌握。 

 



3.4 面向对话系统，融合知识的预训练模型 

对话系统，是自然语言处理中非常重要的分支。如何训练既有准确性、相关性、

多样性，同时使对话符合常识和事实的预训练模型，是目前对话系统中面临的问题。

本课题旨在研究面向对话系统、融合知识的预训练模型。 

建议研究方向： 

1）提升准确性、相关性、多样性的预训练对话模型； 

2）融合知识的预训练对话模型。 

 

3.5 面向信息检索，融合互联网结构或模型知识的预训练模型 

信息检索，是自然语言处理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提升信息检索中预训练

模型的相关性、覆盖率，是目前信息检索中面临的问题。本课题旨在探索融合互联网

结构或模型知识，面向信息检索的预训练模型。 

建议研究方向： 

1）融合互联网结构的检索预训练模型； 

2）融合模型知识的检索预训练模型。 

 

3.6 垂直领域预训练大模型（如医疗、法律、金融、汽车等） 

通用预训练模型对于专业术语的处理能力尚待提升，因此训练面向垂直领域的预

训练大模型就显得非常必要。本课题旨在研究面向垂直领域的预训练大模型。 

建议研究方向： 

1）医疗领域预训练大模型； 

2）法律领域预训练大模型； 

3）金融领域预训练大模型； 

4）汽车领域预训练大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