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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前沿

1.大语言模型
你是否曾经看到LLM后觉得“深不可

测”？其实，它就是LargeLanguageModels
的缩写。这是一种基于海量文本数据训练
的深度学习模型，大家耳熟能详的GPT系列
就是大语言模型的代表，它能够理解和生成
自然语言文本，能够完成复杂对话、文本创
作等任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数字世界
的“通才”，因为它的“大脑”（参数）足够大。

2.参数
可以理解成大模型的“脑细胞网络”。

参数是模型内部可调节的变量数量，决定模
型复杂度和学习能力——参数越多，模型的
学习能力就越强，但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计算
资源和数据来训练。最常见的是7B参数、
175B参数和671B参数这几个级别。举例来
说，Deepseek-R1671B参数，对比人类大脑就
可想象成在人脑中植入6710亿个神经元。

3.Token
文本的离散化表示，类似于人类语言中

的“词汇片段”，其粒度由分词算法决定——
例如“人工智能”可能被分词为“人工”和“智
能”或保留为单一Token。Token是大语言模
型处理文本的最小语义单位，它将原始文
本转化为模型能够识别的数字编码，是语
言理解与生成的基础。若将它放在物理世
界里作比较的话，Token就是大模型世界里
的“原子”。

4.算力
简单而言，算力就是大语言模型的“思

考速度”和“处理能力”——它决定了模型能
够多快地理解和生成语言，以及能够处理多
复杂的任务。打个比方来说，算力就像是一
场AI的“氪金游戏”，训练千亿级模型大概需
要3000块以上的A100显卡、足够点亮一座
小镇的电力以及6—12个月的训练时间。

5.开源VS闭源
这就像是AI世界的“武林秘籍之争”。

大模型的开源是指将其源代码、模型权重、
训练数据和相关工具公开，供全球的研究人
员、开发者以及公众免费使用、学习、修改和
分发。打比方来说，你可以将开源模型改成
“四川火锅特供版”，而闭源模型的话只能用
官方“标准锅底”；而从商业风险来看，开源
模型有被竞争对手免费抄袭的风险，闭源模
型技术壁垒高但生态封闭。总的来说，大模
型的开源趋势不可逆转，未来将会有更多更
强大的开源模型出现，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13.涌现能力
当大模型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然展现出一些在

较小规模模型中未曾出现过的、令人惊讶的新能力。这些
能力并不是通过专门训练得到的，而是随着模型规模的扩
大和复杂度的增加，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借用科学
史上的经典，就是量变引发质变的AI“尤里卡时刻”。

14.多模态大模型
是能同时处理文字、图像、声音的“六边形战士”。曾

经，传统的大语言模型输入只能是文字，输出是文章；而多模
态大模型可以输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输出也能是写诗+
画图+编曲+做PPT。多模态大模型具有信息互补、增强理解
能力、提升交互体验和拓展应用场景等优势，但也面临着数
据获取、模型复杂度、模态融合和伦理安全等方面的挑战。

15.智能体
还记得前不久爆火的Manus吗，这就是智能体（AI

Agent）。OpenAI将智能体定义为“以大语言模型为大脑驱
动的系统，具备自主理解、感知、规划、记忆和使用工具的能
力，能够自动化执行完成复杂任务的系统”。那智能体和大
语言模型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把智能体与大语言模型
形象地比作生物体与其大脑，智能体有手有脚，可以自己干
活自己执行，而大语言模型呢，就是它的大脑。

16.AI幻觉
大模型也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还特别“理直气

壮”，就好像考场上瞎蒙答案，还非常自信地写了解题步
骤。AI产生幻觉的原因大致分几种情况：训练数据的局
限性、概率生成机制以及缺乏真实世界的理解。此前吵
得沸沸扬扬的AI幻觉事件，便是大模型无法正确判断
9.11和9.8哪个更大。

17.数据偏见
如果训练数据存在偏见（如性别歧视、地域歧视），AI

会完美复刻这些偏见，就像学生会模仿老师的口头禅。最
常见的案例是，要求“生成医生形象图片”，大模型往往给
出男性医生。要纠正AI的“坏习惯模仿秀”，可以通过数
据清洗，来剔除带有偏见的文本；也可以加强公平性训练，
强制模型平等对待不同群体，好比给AI上“大思政课”。

18.对齐问题
指的是如何让AI的行为和目标与人类的价值观、期

望和需求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训练AI成为人
们想要的样子”。毕竟，大模型是通过大量数据训练出来
的，但这些数据并不总是反映人类正确的价值观和期望。

19.数据飞轮
一个描述AI系统中数据、模型和用户之间相互作用

和循环的概念。它就像是一个“良性循环”，当越多人使
用，模型就越聪明，会使得更多人使用模型，来推动AI不
断改进和成长。

20.AGI（通用人工智能）
可以说是科技界的“终极目标”了，AGI是科学家梦

想中的全能型AI，能像人类一样解决任何问题。但现
在，它仍然处于小学一年级水平——AGI需要学习人类
数千年积累的知识，而当前大模型更像“应试教育学霸”；
更重要的是伦理难题，如果AGI真的比人类聪明，谁来决
定它该做什么呢？

面对这场科技盛宴，你还“蒙在鼓里”吗？

本报记者 郜阳

20个大模型术语
带你看懂AI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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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模型黑话”不是要成为技术专家，而是为了在AI重塑社会的进程中把握主动权。“大模型

黑话”背后，是人类正在书写的智能时代新语法——当我们知道AIAgent可以提升工作效率，明白

“对齐问题”关乎技术伦理时，就能更好地参与这场数字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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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ransformer架构
一种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任务的神经网络架

构，因其自注意力机制而能够高效处理序列数据中的长
距离依赖关系，成为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主流架构。
Transformer最初由谷歌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我
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位“超级翻译官”，它能够同时处理
输入序列中的所有单词，并根据上下文关系进行理解和
生成。其架构的核心组件“自注意力机制”，能够根据输
入序列中不同位置的关系，计算出每个位置的“注意力
权重”，从而更好地理解上下文信息。

7.MoE
这又是一个听上去“高大上”的词，中文叫作“混合

专家模型”。它的核心思想并不复杂，我们可以把它想
象成一种“团队合作”的方式，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协
同工作，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在MoE的工作原理中很重
要的一点是“门控机制”，它就像是一位“项目经理”，能
根据问题的性质，决定由哪些“专家”来参与项目。MoE
特别适合于处理大规模数据，在计算效率和性能平衡方
面表现出色。

8.ScalingLaw
最简单的解释是“越大越好”——当AI模型的规模

（参数数量、数据量、计算资源等）不断增加时，其性能会
按照一定的规律持续提升。类比一下，你参加举重比
赛，你训练得越努力，力量越大，你能举起的重量就越
大。需要指出的是，ScalingLaw也面临着计算成本、数
据需求和模型复杂性的挑战。

9.预训练
是大型语言模型通过自监督学习在大规模无标注文

本数据上训练的过程，其核心目标是让模型学习通用的
语言表征能力。预训练就像小孩上学前读百科全书——
首先是输入海量信息，不“挑食”什么都看；其次自编练习
题；第三步练就“通用脑回路”，不当专家，而是建立基础认
知。因此，预训练就如同给模型来次“通识教育马拉松”，
使其从杂乱数据中提炼通用规则，成为“知识通才”。

10.微调
基于预训练模型，使用特定领域或任务的标注数据

进一步调整参数，使其适配下游任务的过程。微调的本
质是迁移学习，即利用预训练阶段习得的通用知识（如
语言结构、常识），通过少量目标数据（如医疗报告、法律
文书）的针对性训练，快速提升模型在特定场景下的性
能。打比方来说，微调类似于摄影师从“全能拍”到“人
像专精”。

11.模型蒸馏
让千亿参数的教授（大模型）把知识浓缩成十亿参

数的“考前重点”（小模型），虽然细节少了，但核心考点
都在。这种技术不仅限于大小模型之间的转换，也可以
用于模型间的知识迁移。从应用角度举例来说，一款通
用大模型“蒸馏”成医学模型，通用大模型月费10万元
以上，能和你“谈天说地”，但回答挂号流程需要5秒；而
医学模型1秒响应，月费不到1万元。

12.模型量化
将模型的参数和激活值映射到较低的位数，以减少

模型的存储需求和计算复杂度，这有助于降低内存占用
并加速推理过程。通俗来说，把模型从“高清无损格式”
（32位）压缩成“手机预览版”（8位），虽然有些模糊，但
运行速度翻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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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年初DeepSeek的出圈，大模型技
术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方式。
不过，你是否一看到“Transformer架构”“模

型蒸馏”就头大？当身边人在讨论“ScalingLaw”

“数据飞轮”时只能假装喝水？好比互联网时代
需要理解“宽带”“服务器”一样，步入大模型时
代，掌握“行业黑话”亦是一门数字生存技能。

新一期科技前沿，记者将拆解大模型领域的
20个常见术语，解析“大模型密码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