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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实现抽样显示

ü 已经达到6个FEC板子 同

时发送100MB/s 数据

ü 模拟数据源带宽满足需求 

ü 程序稳定运行 
12月测试结果

• 对TAO实验数据链有更直观和进一步的了解
上个季度实现单个FEC板

16个通道的波形显示

最终测试结果



调研GPU及CUDA相关内容：

ü 了解基本GPU工作原理

ü 学习CUDA程序检查工具

ü 矩阵相乘算法程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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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工作

提前为TAO值班系统

智能化方案设计

打下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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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WebRC ATLAS——值班助手

BESIII量能器智能处理ATLAS-chATLAS

通过调研发现：

ü 实现实时监测

ü 异常分析及告警

ü 智能化方案加入

智能化远程值班系统 — 提高取数效率，保障实验高效稳定运行

调研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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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值班系统实现

TAO：实验靠近反应堆 现场值班NO
需求：TAO需要实现远程稳定的智能化值班系统

p 轮岗值班

p 繁重的纸质/电子文档信息

p 培训值班人员耗费时间及精力

p 数据量多且复杂监测难度大

p 出现系统故障解决时间长难度大

p 过度依赖专家解决故障

ü 实现远程在线监控实验数据

ü 实现实验故障及异常自动告警

ü 智能化地分析各类异常

数据监测及告警反馈 智能化分析与应用

NOT GOOD

为改善传统的方式取数效率低、存在风险、过度依赖专家值班经验提出了远程值班系统及智能助手

ü调研发现：

远程值班 + 专家  监控系统、观察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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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远程值班+智能助手架构设计

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化设计思想
加入了智能化处理

针对实验需求完成框架设计

实现异常恢复

智能化交互

实现实时监测

交互查询等功能

远程值班部分 智能助手部分

数据来源：Online和数据流提供的接口



TAO是JUNO子实验  

TAO值班系统需加入智能化技术

ü 能够JUNO监控系统互相兼容

ü 需要及时响应完成实时值班效果

ü 调研各类主流框架
ü 选择适合的技术栈
ü 完成相应环境的搭建

ü python语言易编写机器学习

ü 处理数据效率高

TAO值班系统需处理大量日志
ü mongoDB具有Bson类型

ü 对于日志也有高性能读写操作

前端使用React

后端使用Flask

数据库使用mongoDB

98

TAO的介绍及需求 针对TAO的技术优点 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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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远程值班系统+智能助手的功能

难点

部分实现√

整理数据√

正在调研

调研难点

正在部署√

TAO实验作为JUNO子实验

和JUNO有一样的与Online服务对接接口

可以展示在线软件的相关信息

完成的工作：

ü 目前实现监测功能的配置模块实时展示

暂时使用JUNO的数据来源

成功展示了来自Online的配置信息

课题工作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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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远程值班系统+智能助手的功能

难点

部分实现√

整理数据√

正在调研

ü 数据库数据收集（调研LHAASO实验值班异常及对策）

p 数据库用于模型微调等后续处理
正在部署√

课题工作完成情况:

完成的工作：

LHAASO值班情况

• 调研LHAASO值班异常管理方式

调研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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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远程值班系统+智能助手的功能

难点

部分实现√

整理数据√

正在调研

ü 调研微调方式

ü 大语言模型的部分环境搭建
正在部署√

课题工作完成情况:
测试使用Hepai库作为交互

调研微调方式

完成的工作：
调研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