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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语言模型垂直化训练技术与应用

王丹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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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LLMs）已经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力量，
垂直化训练技术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它使得大模型能够更精准地服务于特定行业和应用场景。基于此，本文结合达

观数据的分享，探讨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训练技术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实践。垂直化训练技术指的是针对特定行业

或应用场景，对大语言模型进行定制化训练，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生成特定领域的内容。这种训练方式的重要性在

于，它能够提高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同时减少对通用数据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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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语言模型

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从GPT-3到GPT-
4，这些模型展示了强大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为众
多应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但问题是，通用大语言模型

在面对特定行业和应用场景时，往往无法满足用户对于

专业性和精确性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垂直化训

练技术应运而生。垂直化训练技术通过对特定领域的数

据进行深入学习，使大语言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行业需

求，提供更专业、更高效的服务。所以，本文将详细介

绍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训练技术，并探讨其在各个领域

的应用。

1��大语言模型垂直化训练技术的价值

第一，大语言模型垂直化训练技术能够显著提升特

定领域的专业性和精准度。通用的大语言模型虽然具备

广泛的知识和能力，但在面对特定行业的专业问题时，

往往表现欠佳。垂直化训练技术的应用，使得模型可以

聚焦于某一特定领域，如医疗、法律、金融等，学习该

领域的大量专业数据，包括行业术语、专业知识、业务

流程等。这里以医疗领域为例，经过垂直化训练的模型

能够准确理解医学文献、病历报告，为医生提供精准的

诊断建议和治疗方案参考，进而大大提高了医疗服务的

效率和质量。

第二，该技术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应用成本。对于许

多企业来说，使用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可能需要进行大量

的定制开发和数据适配工作，这种现象耗时耗力的同

时，且成本高昂[1]。而垂直化训练技术则可根据企业的

具体需求，快速构建出适合企业业务场景的语言模型。

这样一来，企业无需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模型的二次开

发，只需在已有的垂直化模型基础上进行微调，即可满

足自身的业务需求，从而有效降低了应用成本。

第三，大语言模型垂直化训练技术还能增强数据的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在垂直化训练过程中，模型主要使

用特定领域的数据进行训练，这些数据通常具有较高

的专业性和保密性。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和数据隔离措

施，可最大程度上确保这些数据在训练和使用过程中的

安全性和隐私性。如，在金融领域，垂直化训练的模型

在处理客户的敏感金融信息时，能够严格遵守相关的安

全规定，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2��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训练技术

2.1  数据准备
2.1.1  数据收集
针对特定领域，需要收集大量相关的数据。这里以

医疗领域为例，要收集医学文献、病历报告、临床指

南、医学研究论文等。这些数据来源广泛，可能包括医

院的信息系统、医学数据库、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等。

数据收集过程中，重点是要确保数据的多样性和全面

性，涵盖不同疾病、不同治疗方法、不同患者群体等方

面的信息。

而对于金融领域，则需要收集金融市场数据、公司

财务报表、行业研究报告、政策法规文件等，以全面反

映金融市场的动态和规律。金融市场数据包括股票价

格、汇率、利率等实时数据，公司财务报表则能反映企

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行业研究报告有助于了解行

业的发展趋势和竞争格局，政策法规文件则对金融市场

的运行起到规范和引导作用。

2.1.2  数据清洗
收集到的数据往往存在噪声、错误、重复等问题，

需要进行清洗。清洗过程包括去除无关信息、纠正错误

数据、统一数据格式等。像是金融数据中，可能存在缺

失值或异常值，需要进行填充或剔除[2]。其中，对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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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以根据历史数据或相关算法进行填充；对于异常

值，如股票价格出现不合理的暴涨暴跌，需要进行识别

和剔除，以避免对模型训练产生不良影响。

2.1.3  数据标注
对于一些需要特定任务指导的数据，还需要进行标

注。如，在法律领域的合同审查任务中，需要对合同中

的关键条款、风险点等进行标注。数据标注可以采用人

工标注或半自动标注的方式，确保标注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人工标注虽然准确性高，但成本较高且效率较低；

半自动标注则结合了人工和机器的优势，能够提高标注

效率。标注好的数据可以作为训练模型的监督信号，帮

助模型学习到特定任务的模式和规律。

2.2  模型选择与微调
选择合适的预训练大语言模型，并对其进行微调，

是垂直化训练的核心步骤。

2.2.1  模型选择
目前市场上有多种预训练的大语言模型可供选择，

如BERT、GPT系列等。在选择模型时，尤其需考虑模
型的规模、性能、适用场景等因素。对于资源有限的场

景，可以选择规模较小但性能较好的模型。如，在一些

小型企业的智能客服系统中，由于计算资源和存储空间

的限制，选择规模较小的模型可以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

时降低成本。对于对模型性能要求较高的场景，可以选

择规模较大的模型。如，在医疗领域的疾病诊断任务

中，需要模型具备强大的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因此可

选择规模较大的模型。并且，还要考虑模型的可扩展性

和兼容性，以便后续进行微调和优化。

2.2.2  微调方法
微调是指在预训练模型的基础上，使用特定领域的

数据进行进一步训练，使模型适应特定任务。常见的微

调方法包括有监督微调、无监督微调和半监督微调。

第一，有监督微调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使用标

注好的数据进行训练。例如，在医疗领域的疾病诊断任

务中，使用标注好的病历数据进行有监督微调，使模型

学习到疾病诊断的模式和规律。通过大量的标注病历数

据，模型可以逐渐掌握不同疾病的症状和诊断方法，从

而提高疾病诊断的准确性。

第二，无监督微调则利用未标注的数据进行训练，

通过一些自监督学习任务，如语言模型预测、文本分类

等，让模型学习到数据的语义和结构信息。例如，在金融

领域的新闻文本分析中，可以使用无监督微调让模型学习

到金融新闻的语义和结构，从而更好地理解新闻内容。

第三，半监督微调结合了有监督和无监督微调的方

法，利用少量的标注数据和大量的未标注数据进行训

练，以提高模型的性能和泛化能力[3]。实际应用中，标注

数据往往比较稀缺，而未标注数据则相对丰富。半监督

微调可以充分利用未标注数据，提高模型的训练效果。

2.2.3  训练策略
微调过程中，需要采用合适的训练策略。如，选择

合适的学习率、批次大小、训练轮数等超参数。学习率

过大会导致模型无法收敛，学习率过小则会使训练速度

过慢。批次大小的选择会影响模型的训练效率和内存占

用。较大的批次大小可以提高训练效率，但会增加内存

占用；较小的批次大小则可以减少内存占用，但可能会

降低训练效率。训练轮数过多可能会导致模型过拟合，

训练轮数过少则可能使模型无法充分学习到数据的特

征。除此之外，还可采用一些正则化方法，如dropout、
权重衰减等，以防止模型过拟合。dropout方法可以在训
练过程中随机丢弃一些神经元，减少神经元之间的依赖

关系，从而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权重衰减方法则可以

通过对模型参数进行惩罚，防止参数过大导致过拟合。

2.3  评估与优化
评估模型的性能并进行优化是垂直化训练的重要环

节，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模型的优缺点，进一步提高模

型的性能。

2.3.1  评估指标
选择合适的评估指标是衡量模型性能的关键。对于

不同的任务，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估指标。如，在疾病诊

断任务中，可以使用准确率、召回率、F1值等指标来评
估模型的诊断性能。准确率是指模型正确诊断的病例数

占总病例数的比例；召回率是指模型正确诊断出的实际

患病病例数占实际患病病例总数的比例；F1值则是准确
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综合考虑了准确率和召回率

的性能。在市场趋势预测任务中，可以使用均方误差、

平均绝对误差等指标来评估模型的预测精度。均方误差

反映了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的平方的平均值，平均

绝对误差则反映了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误差的绝对值的

平均值。此外，还可以考虑模型的可解释性、鲁棒性等

指标，以全面评估模型的性能。

2.3.2  模型优化
根据评估结果，对模型进行优化。优化方法包括调

整模型结构、增加训练数据、改进训练算法等。例如，

如果发现模型在某个特定任务上的性能不佳，可以尝试

调整模型的层数、神经元数量等参数，以提高模型的表

达能力。如果训练数据不足，可以收集更多的数据或采

用数据增强技术，如文本生成、数据扩充等，以增加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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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数据的多样性。如果训练算法存在问题，可以尝试采

用更先进的优化算法，如AdamW、LAMB等，以提高训
练效率和模型性能。

2.3.3  持续迭代
垂直化训练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随着特定领域

的发展和数据的更新，需要不断地对模型进行训练和优

化，以保持模型的性能和适应性。并且，还需关注模

型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模型

在训练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如，在医疗领

域，需要保护患者的隐私信息，避免数据泄露；在金融

领域，需要防止模型被恶意攻击，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

运行。

3��大语言模型垂直化在各领域的应用

3.1  医疗领域
医疗领域一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应用场景，垂直化

大语言模型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疾病诊断方面，传统诊断往往依赖医生个人

的经验和知识储备，而垂直化大语言模型通过对海量的

医学文献、临床病例数据进行深度学习，能够快速且精

准地理解患者的症状。

二是在制定治疗方案时，模型会综合考虑患者的具

体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病史、过敏史等多方面因

素。以一位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患者为例，模型

会根据其身体状况，推荐既能有效控制血压和血糖，又

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治疗方案。某医疗科技公司开发

的医疗大语言模型，经过对数百万份病历和医学研究报

告的学习，在诊断多种常见疾病方面表现出色，诊断准

确率高达90%以上。该模型还能为医生提供详细的治疗建
议，如药物的选择、剂量调整以及治疗周期等，帮助医

生制定更科学、更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大大提高了医疗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3.2  金融领域
金融领域对于数据的分析和决策支持有着极高的要

求，垂直化大语言模型在这方面展现出了强大的能力。

首先，在风险评估方面，模型通过对金融市场数据、公

司财务报表等大量数据的分析，能够全面评估投资项目

的风险。其次，在市场趋势预测方面，垂直化大语言模

型可以实时监测市场动态，分析各种经济指标和政策变

化对市场的影响[4]。某金融机构利用该模型对市场数据进

行实时分析，能够提前预测市场波动，帮助投资者及时

调整投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

3.3  法律领域
法律领域的工作涉及到大量的法律条文和案例，垂

直化大语言模型为律师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法

律检索方面，模型通过对法律法规、案例库等数据的学

习，能够快速准确地检索到相关的法律条文和案例。以

往律师可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浩如烟海的法律文献中

查找相关资料，而现在借助垂直化大语言模型，只需输

入关键词，就能在数秒内获取所需信息。

在案例分析方面，模型可以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案件的事实、法律依据、判决结果等。通过对大量

类似案例的分析，模型能够预测案件的走向，为律师制

定辩护策略提供参考。某法律科技公司推出的法律大语

言模型，不仅能够快速检索到相关法律条文和案例，还

能对复杂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

结语：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训练技术为满足特定行

业和应用场景的需求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对特

定领域数据的深入学习和定制化训练，垂直化大语言模

型能够在医疗、金融、法律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提供

更专业、更高效的服务。未来，随着多模态融合、强化

学习与人类反馈、边缘计算与分布式训练等技术的不断

发展，大语言模型的垂直化训练技术将不断完善，为各

行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变革。

参考文献

[1]冯暑阳.大语言模型垂直化训练技术与应用[J].文存
阅刊,2024(33):72-74.

[2]鞠炜刚,汪鹏,王佳.面向大语言模型应用的数据服务
平台研究[J].无线互联科技,2025,22(2):45-51+83.

[3]徐月梅,胡玲,赵佳艺,杜宛泽,王文清.大语言模型的
技术应用前景与风险挑战[J].计算机应用,2024,44(6):1655-
1662.

[4]潘辉.大语言模型的技术发展研究[J].造纸装备及材
料,2025,54(1):5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