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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命名实体识别技术通过从文本中抽取出具有实

际含义的语义实体，从而有效理解文本的实际含义。

这一技术不仅能够有效处理复杂多变的语言文本问

题，还可以有效捕获文本之间的依赖关系［1］。然而，随

着文本分析技术应用场景的不断衍生，传统的命名实

体识别方法已难以满足其高精度、高效率的需求，基

于大语言模型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应运而生，成为当

前研究的热点。在命名实体识别任务中，基于大语言

模型的方法能够有效捕捉文本数据之间的特征表示，

可通过微调的方式在特定数据集上实现高精度识别，

有效解决了传统方法依赖人工特征和规则匹配带来

的局限性。

目前，智能问答与优化技术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例如，文献［2］探讨了使用检索增强生成技术、

大模型微调与闭环知识图谱体系来提升政企营销知

识智能问答的精度，可提高至 92.36%，并通过 vLLM加

速、数据安全、模块化架构等技术优化系统性能与安

全性，促进大模型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但是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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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优化AI问答效果，提出基于大语言模型命名实体识别的优化方法。首先，通

过在多种分割方式中选取最优方案，结合词语划分概率判断结果，对语料库文

本进行分词。其次，在预训练的BERT模型顶部添加线性层，并通过标注数据对

预测实体类别进行微调，将预测的同类标签词组合得到命名实体。最后，通过

上下文构建整合用户输入与识别结果，将整合结果输入模型生成回答，并结合

用户反馈优化输出。结果表明，所提方法生成结果与参考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

度较高，具备较为理想的问答效果。

Abstract：
To optimize the effectiveness of AI question answering，an optimiz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 named entity

recognition is proposed. Firstly，by selecting the optimal segmentation method from multiple options and combining it with the

probability judgment results of word segmentation，the corpus text is segmented. Secondly，a linear layer is added at the top

of the pre trained BERT model，and the predicted entity categories are fine tuned through annotated data. It combines the

predicted same class label words to obtain named entities. Finally，it constructs and integrates user input and recognition

results through context，and inputs the integrated results into the model to generate answers，and optimizes the output based

on user feedback.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a high semantic similarity between the generated results

and the reference text，and has a relatively ideal question answer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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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依赖高质量的训练数据和知识图谱的构建，需要

定期更新这些数据以保持系统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文献［3］设计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语义匹配（利用Bert
模型和 Faiss向量搜索）的 FAQ问答系统，旨在快速搭

建特定领域的问答系统，减少人工依赖，实现高效语

义匹配和秒级查询响应。系统需要能够处理大规模

并发查询，这对系统的扩展性和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文献［4］构建了中医药循证指南知识图谱，并探

索了以其为知识库搭建智能问答系统，旨在增强临床

决策支持，同时提供中医药领域智能化信息服务的新

思路和方法。但是，构建高质量的中医药循证指南知

识图谱需要专家知识和大量数据，且过程复杂。此

外，随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知识图谱需要不断更新。

文献［5］提出 COBERT系统，利用检索器与阅读器双

算法，通过搜索冠状病毒开放研究数据集挑战赛

（CORD-19）的文献，回答复杂查询，以提供COVID-19
最新研究成果的精确信息，辅助决策制定。用户可能

提出复杂或模糊的查询，这要求系统能够准确理解用

户意图并返回相关信息。然而，这在实际应用中可能

是一个挑战。

本文选择 BERT作为命名实体识别的基础模型，

通过对其进行微调处理，并基于识别出的命名实体，

生成准确、相关的回答。

1 基于大语言模型命名实体识别的AI智能问

答优化

1.1 语料库分词处理

由于命名实体通常是由多个单词或词组组成的，

为了保证BERT模型能够有效捕获实体之间的关联和

上下文信息，本文首先对语料中的长文本数据进行分

词预处理，其具体流程如图1所示。

对于文本分词问题，假设输入的未分词字符串为

C = [ c1,c2,⋯,cn ]T，输出的字符串为 S = [ w1,w2,⋯,wm ]T，
其中 n和m分别表示处理前后的字符串数量［6］。对于

给定的待处理字符串C，存在多种分割方式 S，因此可

以在S中找到最优的分割方案，具如式（1）所示。

S̑ = arg maxSP ( )S|C = arg maxS P ( )C|S P (S )
P (C ) （1）

其中，P (C )和P (S )分别为语料库中文本数据输入

与输出字符串可能出现的频次概率，P ( )C|S 和P ( )S|C
分别表示当输入的字符串为C或输出的分词结果为 S
时，另一方为 S或 C的概率。对于语料库中给定的一

段文本，可以有多种分割方案 S1,S2,⋯，因此可以计算

出对应的条件概率P（S1|C）,P（S2|C）,…［7］。为了方便讨

论，本文假设分割后得到的每个字段出现的概率不受

上下文相关性的影响，此时可以计算出每个分割方案

对应的分词串S出现的概率，具体如式（2）所示。

P (X ) = P ( )w1,w2,⋯,wm ≈ P (w1) × P (w2) × ⋯ × P (wm)
（2）

为了衡量分词处理的结果，在完成分词后计算每

个词语划分得当的概率。假设N表示语料库中文本元

素的总量，则具体概率P (wi)的计算如式（3）所示。

P (wi) = nwi

N （3）
其中，nwi

表示特定词语 wi在语料库中出现的频

次。通过对 P (wi)的值设定一个终止阈值，当遍历了

输入字符串后，对所有的分词结果进行检验，若分词

结果满足终止阈值要求，即可完成分词处理。

1.2 基于大语言模型命名实体识别的命名实体类别预

测

智能问答系统往往需要处理来自不同领域的问

题，然而不同领域的命名实体类别和模式可能存在差

异［8］。用户在进行提问时通常会围绕命名实体进行展

开，因此为了准确理解用户提问的意图和关注点，本

文选择 BERT作为命名实体识别的基础模型，通过对

图1 语料库分词流程

输入字符串：C
输出字符串：S

最大词长：maxlen

开始

C是否为空

从C的右边开始，去除候选字
符串W，长度不大于最大词长

W是否
已经存在

去掉W右边
的一个字

W是否
为单字

No

S=S+W
C=C-W

输出结果S
Yes

No

Yes

No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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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微调处理，预测出命名实体的类别［9］，并引入了

检索增强生成技术，结合外部权威知识库，以增强模

型在复杂语境下的命名实体识别能力。

本文所设计的大语言模型的起点为一个预先在

广泛通用文本上训练好的 BERT模型，随后收集并标

注跨领域的文本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词预处理。

这些文本数据包含了丰富的命名实体实例及其对应

的类别标签［10-11］。同时，在 BERT模型顶部添加一个

线性层，以输出每个 token的命名实体类别概率。随

后，使用标注数据对模型进行微调，并通过反向传播

优化损失函数，使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不同领域的命名

实体类别［12］。对此，本文利用交叉熵损失函数作为优

化工具，以优化模型在微调过程中的性能表现，具体

如式（4）所示。

L = -∑
i = 1

N

∑
c = 1

C

yic lg ( pic) （4）
其中，yic表示真实标签的独热编码形式，pic表示模

型预测得到的概率分布。本文引入检索增强生成技

术，将外部权威知识库（如专业数据库、百科全书等）

中的文档进行索引，以便快速检索相关信息［13］。模型

利用查询语句，在索引体系中检索出与之相关的文档

片段，随后依据预先设定的相似度计算方式对这些片

段进行排序处理。相似度 sim(q,di)的计算公式如式

（5）所示。

sim(q,di) = q ⋅ di
 q  di

（5）
其中，q表示查询向量，di表示第 i个文档的片段的

向量表示。通过式（5）可以计算出查询文档与文档片

段之间的相似度，从而实现检索。

通过上述步骤即可完成对预命名实体类别预测

处理。

1.3 AI智能问答生成与优化

借助微调后的大语言模型，能够依据上下文生成

连贯且准确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建立用户反馈机

制，持续收集用户反馈，对大语言模型进行优化。

在完成上述命名实体类型预测后，模型会输出每

个词对应的实体类型标签，根据实体类型标签可以将

相同类型标签的词进行组合，从而得到命名实体［14］。

为了大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并生成相关回答，需要将用

户输入的文本信息、命名实体识别结果以及外部的知

识库信息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表示形式。首先从用户

输入的自然语言文本中抽取关键信息，假设 fextract表示

信息提取函数，UserInput表示用户输入的原始文本，

则信息抽取表达式如式（6）所示。

E = fextract (UserInput ) （6）
其中，E表示提取的关键信息集合，而信息提取函

数 fextract可以通过NLP技术现有的编程算法实现。为

了更准确地理解问答句中的实体及其上下文关系，本

文采用 BiGRU网络对用户输入的问题文本与答案文

本的语义信息进行编码处理，具体如式（7）所示。

H = BiGRU(E ) （7）
其中，H表示BiGRU层的输出。假设Hq和Ha分别

表示问题和答案的文本向量表示，则BiGRU网络的具

体编码示意如图2所示。

其中，rq表示原始问题的文本向量。通过上述操

作，可以获得上下文信息，然后将命名实体以及上下

文表示作为输入，并将其输入到大语言模型中，从而

生成连贯回答［15］。回答生成的过程可以视为一个将

命名实体、上下文表示等输入映射到回答文本的函

数，具体如式（8）所示。

Textanswer = FLLM ( )Tagentity,Hq,UserInput （8）
其中，Textanswer表示生成的回答文本，FLLM表示大

语言模型函数，Tagentity表示识别出的实体和对应的标

签序列。在生成对应的回答后，为了改进模型的输出

质量，构建用户反馈机制（见图3）。

通过用户反馈机制实现AI智能问答的答案生成

与优化。根据预测的实体类型标签，将相同类型标签

的词进行组合，得到命名实体。通过上下文构建操

作，将用户输入与实体识别结果进行整合，并输入到

大数据模型中，生成对应的回答，最后结合用户反馈

机制对模型的输出质量进行优化。至此，基于大语言

模型命名实体识别的AI智能问答优化方法设计完成。

2 实验论证

为了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依托大语言模型进行

命名实体识别（NER）增强的AI智能问答优化策略相

较于传统智能问答技术，在提升实际问答性能方面的

图2 BiGRU网络编码示意

BiGRU Hq问题

答案 BiGRU
Attentionrq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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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性，本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完毕后，引入了 2组基

准对照实验：一组是遵循混合架构原理的智能问答技

术，另一组则是依托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问答系统，

进一步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该实验旨在系统性地评

估和优化策略的实际应用效果，通过量化分析与质性

评估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剖析该方法在问答准确性等

方面的表现，从而科学论证其在实际问答场景中的优

势与潜力。

2.1 实验对象

本次实验收集了不同来源的用户问题数据，涵盖

科技、教育、医疗、娱乐等多个领域，形成一个多样化

的统一用户问题集。该数据集包括常见问题、复杂查

询、模糊表述以及潜在的歧义问题，以全面测试不同

方法的应对能力。由数据集构建出的语料库分为问

答文本以及回答文本，具体形式如图4所示。

图4 语料库文件存储形式

您好
打个广告可以免费的吗？
成本大概需要多少费用呢？
你们是做网络这块的吧？
我们公司网站已经做好了。
是按那个点击竟价是吧？
那无限的点击不就可以扣钱了吗
但是一直都不起效果
点击扣费我们是不考虑的。
具体情况我还不太清楚。
帮您转市场部，记一下这个号码。
谢谢!
去年就做了。
这个不是我们负责的
做推广这块业务的啊
点击费太贵小公司承受不起
信息流是什么意思啊
推广是怎么做起来的
再见

文件（F）编辑（E）格式（O）査看（V）帮助（H)

（a）问题语料库示例

您考虑做百度推广吗
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免费试用。
每年八千四，服务费两千四，充值六千。
是的，我们是做商业推广的。
对的就是竞价排名。
您可以设置超过三次点击就无效。
好的，后面有需要的话再联系。
可能您设置的关键词与业务不相符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好的，谢谢您我都记下来了。
不客气!
建议您做网站后也可以做商业推广-
那您考虑再和我们合作吗？
您可以告诉我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吗
是的我们是做商业推广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最优惠的价格了
信息流根据用户搜索习惯进行推荐
只要搜索关键词就能在网络上找到您
再见祝您生活偷快

文件（F）编辑（E）格式（O）査看（V）帮助（H)

（b）应答语料库示例

图3 用户反馈机制

引入新特征增加训练数据模型参数调整

模型更新

错误类型归纳 用户偏好 改进方向

反馈分析

准确率 召回率 F分数

模型评估

用户问题 系统回答 答案反馈评分

数据收集

在采用本文的算法对问题语料库中的问题进行

智能回答时，需要对其进行分词处理。对此，本文设

定词语划分得当的概率P (wi)对应的终止阈值为 0.75，
当完成词语划分后，若 P (wi)的值高于 0.75则可停止

迭代，并以空格作为分隔符，将分词后的语料文件单

独存储在一个语料库中，方便大语言模型直接对其进

行调取。分词效果如图5所示。

基于问题文本分词结果，通过对预训练后的

BERT模型进行微调，并结合命名实体识别结果以及

上下文表示，生成对应的问答。待实验完成后，对每

种方法所生成的回答进行记录，并与应答语料库中存

储的已有问答进行对比，从而进行实验对比分析。

2.2 问答效果对比

采用本文方法的用户问题智能回答结果如表 1所

图5 语料分词示例

你 这个 什么 价格 啊
你 这 年 收费 怎么 收
你 做一个 网站 多少 钱
年费 多少 钱
年费要 多少
您 充值 连 这个 总共 多少 钱
您 说 什么 价格
您 说 怎么 收费

（b）分词处理结果

你这个什么价格啊？
你这年收费怎么收？
你做一个网站多少钱？
年费多少钱？
年费要多少？
您充值连这个总共多少钱？
您说什么价格？
您说怎么收费？

（a）原始语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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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从表 1可以看出，本文的方法能够有效分析用户

的提问意图并生成对应的回答。

为提高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次实验以不同问答

方法得到的答案与语料库中参考答案的语义相似度

作为对比指标，对方法的实际问答效果进行衡量，具

体对比结果如图 6所示。从图 6可以看出，在针对测

试文本进行智能回答时，不同算法所生成的答案与参

考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均有所不同。通过数值上

的对比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智能问答优化方法能

够有效分析用户文本的意图，所生成的答案与语料库

中的参考答案之间的语义相似度更高，问答效果明显

优于其他2种常规的问答方法。

3 结束语

从研究意义上看，本研究不仅促进了NLP领域与

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深度融合，还进一步拓宽了智能问

答系统的应用场景。通过精准识别文本中的命名实

体，智能问答系统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用户意图，从而

提供更加个性化、针对性地回答，这对于提升用户体

验、增强系统交互性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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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文方法的智能回答结果

图6 不同方法的语义相似度对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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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问题文本编号

本文方法
基于混合架构的问答方法
基于深度学习的问答方法

用户问题示
例

1.明天天气
如何？

2.明天股市
开盘时间是
什么时候？

3.我下周要
去北京出差，
那里的天气
怎么样？

4.明天的飞
机延误了吗？

应答语料示例

明天晴天，温度
20-25℃。

明天股市开盘时间
通常是上午9：30。
下周北京天气多
变，周一到周三多
云，周四到周五有
小雨，周末转晴。

目前无法确定明天
的飞机是否延误，
建议您提前查询航
班动态或联系航空

公司。

本文方法智能回答结果

明天天气预报为晴天，
温度范围在20到25摄

氏度之间。

根据常规安排，明天股
市的开盘时间预计为上

午9：30 AM。

您下周在北京的天气预
报如下：周一到周三多
云，周四至周五将有小
雨，周末天气转晴。

目前暂无法直接确定明
天航班的延误情况，建
议您提前查询航班动态
或联系航空公司以获取

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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