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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Ⅲ智能数据平台硬件部署方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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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求与设计

BESⅢ运控数据管理问题
数据的高度分散性
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查机制

• 难以迅速定位问题根本原因
• 存储空间浪费和排查问题低效

目标：

• 大幅减轻值班人员压力
• 减少运行维护专家工作负荷
• 提高运行效率和数据质量

BESⅢ智能数据平台

 RAG+LLM文本分析

 值班人员查询交互

数据异常检测

 机器学习训练模型

 阈值评估

日志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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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设计架构

BESIII智能数据平台架构图

本次考核工作内容围绕RAG链路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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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

 用户查询交互流程图  问询链路（RAG）实现

问询链路RAG进行实现

利用检索私域数据库内容提供给LLM获得相关答案

减少LLM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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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RAG检索内容溯源

文本溯源功
能架构

检索内容溯源功能实现

• 模型生成的内容来源无法追踪，可能包含错误或不恰当信息
• 无内容出处，用户对内容产生怀疑

 RAG系统内容溯源的价值

• 对返回信息给出来源链接
• 快速定位、验证信息真实度

 RAG系统内容溯源缺失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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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RAG链路文件管理页面

 减少人工多渠道维护文档带来的重复和混乱

 一站式操作界面让管理者快速处理文档

 对文件内容进行及时更新，有助于 RAG 检索的结果准确性

实现可视化编辑文档

多文件格式支持

对比项 实现前 实现后

管理方式 无统一的前端页面，依赖后端脚本手动操作 采用 Streamlit 统一前端界面，集中化管理
文件

操作便捷度 上传/删除文档需要命令行或后台操作，复杂度高 上传/删除/编辑在前端页面一键完成，大幅
降低使用门槛

文件格式支持 仅支持PDF文件格式，扩展性不足 多文件格式上传解析（PDF、Docx、xlsx ），
适应不同文档场景

实时编辑能力 无可视化编辑文档内容的功能，需要离线处理 文档内容编辑（完善中）可直接在页面上编
辑核心文本，大幅缩短迭代周期

 RAG文件管理页面实现目的

 RAG文件管理页面实现前后对比

 RAG文件管理页面实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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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实现——RAG 回答判断处理机制

 大语言模型（LLM）当缺乏充足上下文，容易出现“幻觉”回答

 缺乏可靠依据，降低用户的信任度

 大模型幻觉问题
回答判断处理架构

 解决思路：答案相似度判定

减少大模型幻觉提升可信度

1. RAG检索内容与LLM的回答进行相似度比较
2. 设定阈值区分是否根据文档内容回答

 功能价值

区分答案来源

标记原生LLM

• 标记出原生 LLM 自行推断的场景，减少用户对
幻觉答案的误解

• 提升用户对系统回答的透明度与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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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 链路优化处理：提升检索能力与上下文质量

优化数据切分提高上下文质量

 RAG链路性能优化目的

• 提高对不同类型文档的检索和分割处理能力
• 提供更高质量的上下文给大模型，减少幻觉、提高可信度

 优化点一：数据切分策略改进

• 原有问题：对英文文档处理效果较差，影响检索与上下文匹配
• 解决方案：采用语义分割进行文本分割
• 效果：在检索时，段落的完整性与上下文连贯性更佳，进一步提高回答准确度

文档分割功能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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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 链路优化处理：提升检索能力与上下文质量

提升检索检索能力和上下文质量

 优化点二：增加混合检索（BM25+Embedding）进行多路召回

混合检索实现流程图

• 原有缺陷：采用单一检索不够精准或缺失
解决方案：BM25+ Embedding 混合检索，从而提高检索质量

• 效果：（进行中）

 优化点三：采用Rerank对检索内容重排

Rerank重排机制实现流程图

• 原有问题：检索到无关内容太多，影响LLM输出
• 解决方案：采用Rerank模型重排，确保最相关文档在前面
• 效果：综合性能提升百分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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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Ⅲ智能数据平台硬件部署方案的研究
特点对比 优点 缺点

海光DCU CUDA生态兼容，HPC支持强，工具链成熟 面向 AI/深度学习的优化较弱，
HIP 虽然兼容 CUDA，但与原生
CUDA 性能仍有差距

寒武纪GPU AI推理和训练优化强，提供底层算子开发工
具

CUDA兼容性差，HPC支持较弱

昇腾GPU AI推理和训练优化强，硬件优化好，推理性
能高

非AI场景支持弱，工具链学习
成本高

摩尔线程GPU CUDA兼容性高，高性能计算与图形渲染兼顾 AI优化能力不足，分布式训练
和大规模数据集处理表现一般

DCU Z100与NVIDIA V100的主要性能参数

Z100L（ms） A30（ms） 对比

数据加载 0.123 0.095 129.4%

计算执行 629.054 163.177 385.5%

DCU软件栈

NVIDIA A30与DCU Z100运行JUNO波形重建

基于曙光平台的海光DCU

• 移植CUDA代码，部署JUNO波形重建测试代码

• 成功运行，结果正确

• 初步尝试国产异构平台在DAQ在线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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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

 参与高能所机器学习会议并作报告——TAOCHAT智能助手

 GPU服务器维护

 协助谱仪机房维护

 协助江门现场工作

协助江门现场工作谱仪机房维护高能所机器学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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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计划

 利用机器学习实现BESⅢ智能数据平台异常检测

 利用RAG链路完成BESⅢ智能数据平台日志数据分析

 完成其他工作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