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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自己的智能体建

大模型&提示词 知识库&数据库 插件 工作流 测试验证

提示词模板 文档解析与分段技巧 交晓智公共插件 工作流创建 智能体调试

大模型参数设置 知识库召回方式 绘图插件使用 选择器组件 调试树

提示词框架 问答库 触发器使用 循环与终止循环组件 火焰图分析

提示词调优 术语库 自定义插件 代码组件 工作流调试

大模型选型 数据库使用（NL2SQL） 外接插件 多工作流协同 插件调试

... ... ... ... ...

⚫ 本次案例涉及的知识点 ⚫ 黄金篇总体知识点

“交晓智”黄金篇知识点清单
⚫ 已涉及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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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库召回技巧、文档解析等技术

➢ 问答库与术语库的使用

➢ 如何让外部系统以API的方式接入做好的智能体

➢ 大模型参数与提示词调优

培训

要点

培训

收获

➢ 智能体如何实现课堂问答互动

➢ 智能体如何根据知识点快速生成分层级、多题型的智能考题组卷

➢ 智能体如何根据知识点出题，和用户互动，自动判题，分析知识点掌握情况

➢ 掌握智能体的问答调优技巧

交晓智平台赋能教学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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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

实现思路设计

阶段一

需求分析

阶段三

智能体开发

阶段四

测试验证

阶段五

提交发布

智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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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阶段一：需求分析-需求提出

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功能需求 详细描述

课程答疑 针对课程信息、授课教师信息、课程知识点进行答疑

随堂出题 根据课堂讲授的知识点出指定数量的题目、可以支持单选、多选、判断、问答等多种题型

随堂测验

根据课堂讲授的知识点生成一套考题，每次只出一道题，学生回答完自动判题，回答正确时继

续出下一道题，回答错误时给出题目分析，然后再继续出下一道题，所以问题回答完毕后给出

综合评价，分析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 场景引入：我是一名教师，课中、课后都需要给学生答疑，同样的问题需要重复回答，问题较多时也会出现回

答不及时的情况。其次，每次备课的时候，都需要精心设计一部分和课堂知识点相关的考题，用于在课堂上和

学生互动，学生答完题后还需要逐个判题，花费的时间精力都比较大。

⚫ 需求：希望通过AI实现课程答疑、随堂出题、随堂测验，提升教学效率。



阶段一：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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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步骤一：访问http://agent.xjtu.edu.cn，进入”交晓智“首页

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需求分析

1.明确赛道：教学赋能

2.明确目标：建设一个课程小助手，辅助老师答疑、出题、完成课堂

测验等工作

3.明确功能：
（1）课程答疑

- 解答课件中的知识点相关问题。

（2）随堂出题

- 针对知识点随机出指定数量的单选题、多选题、判断题、简答题。

（3）随堂测验

- 针对知识点逐个出题，进行回答，自动判卷并进行分析，测验完成后给出知识点掌握情况的

评价



7

建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基于需求，通过

交晓智哪些能力

实现

2.明确智能体要实现的三大功能（答疑、出题、测验）——提示词

3. 检索课程知识点——知识库

常见问题需要能快速回答，提升回答准确性和速度——问答库

特称词、专业用语不能被混淆，通俗语言也能理解——术语库

4. 交互引导，提升用户使用体验——开场白、对话建议

1.选择一个适合该应用场景的智慧大脑——大模型

5. 第三方系统使用智能体能力——开放智能体API

阶段二：实现思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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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选择大模型：本案例为课程助手场景，选择模型deepseek-v3

大模型名称 交晓智中模型版本 特点 适用场景

智谱清言
（GLM）

GLM-4-Air 轻量级模型，推理速度快，资源占用低
移动端应用、实时对话（如客服机器人）、简单问答、对响应
速度要求高的场景。

GLM-4-Long 擅长处理长文本，上下文窗口较大（可能达数万token）
长文档摘要（如论文、报告）、多轮对话记忆、连续剧情分析、
法律合同审查。

GLM-4-Plus 功能增强版，支持复杂任务处理
代码生成、数学推理、跨模态任务（图文生成）、深度数据分
析。

通义千问
（Qwen）

qwen-turbo 极致推理速度，低成本，适合高频调用
高频聊天场景（社交APP）、简单信息检索、轻量级对话（如
智能硬件）。

qwen-long 长上下文支持，平衡性能与效率
中等长度文本生成（如新闻稿）、长对话管理（教育辅导）、
基础代码补全

qwen-plus 综合性能强，准确率与泛化能力提升 商业文案创作、复杂问题解答（如医疗咨询）、多语言翻译

qwen-max 最大参数量版本，支持高复杂度任务，可能具备高级推理能力
科研分析、金融预测、多轮逻辑推理（如辩论）、创意内容生
成（小说、剧本）

豆包（Doubao） Doubao-Pro-32k 专注长文本处理、响应快、综合能力较强 中长文本分析（企业报告）、知识库问答、多文档信息整合

DeepSeek

deepseek-v3 通用性强、性能均衡
生成效率高，企业级智能助手、搜索引擎增强、个性化推荐系
统

deepseek-r1
擅长复杂推理与逻辑能力，擅长数学、编程和自然语言推理
任务，响应较慢

学术研究辅助、行业数据分析（金融/医疗）、精准推荐（电
商、内容平台）

Kimi

moonshot-v1-8k 基础版，适合短文本，响应快 实时翻译、短对话交互、社交媒体评论生成

moonshot-v1-32k 扩展上下文，支持长文本理解 技术文档解析、会议纪要整理、中等长度代码审查

moonshot-v1-128k 超长上下文（约10万字），行业领先的文本容量
整本书籍摘要、长篇小说续写、复杂代码库维护（如GitHub项
目）、学术论文复现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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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大模型参数设置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大模型选择
deepseek-v3

3、单次回复最大token数实现制大模型一次输出最大内容
的长度，将单次回复最大token数设置成最大，避免单次
出题数量太多的时候输出被截断

2、根据Deepseek官方建
议，将温度设为1

4、对话轮数决定了大模型的记忆能力，轮数越多，记忆
越多。将单次对话轮数保留设置为7轮，正常测验有3-5道
题，所以轮次必须大于5轮

5、RAG范围是参与知识库检索的对话轮数，数值越大，
多轮对话内容的相关性越高。将RAG范围设置为7，正常
测验有3-5道题，所以RAG范围必须大于5，避免后面的题
目把知识点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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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步骤二：使用自动优化编写提示词

1、写出原始提示词，需要讲清背景、
要做的事情、注意的事项。通过在
提示词中增加功能，可以让大模型
做不同的事情，例如：答疑、出题
和测验

2、选择自动优化

3、自动优化的提
示词不满意时可
以手动优化

给定的原始提示词越完
整，优化效果就会越好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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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步骤二：使用提示词模板编写提示词：同类型的提示词，可以创建提示词模板

2.选择模板

3.添加个性化修改
技巧点：
同一类的智能体，提示词调试好后，
创建到提示词模板，后续同类型智
能体可以选择模板，然后根据实际
需求修改即可

1.创建提示词模板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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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准备课件素材，构建知识库。

一.本地整理知识库文件 二、进入个人空间或团队空间，构建知识库

1.选择“知识库”页面

2.点击创建

3.设置知识库名称、概述、
选择“标准”类型、知识库
标签默认选择“不启用”、
Embedding 模型默认选
择“Doubao-embedding”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知识库文件是老师上课的课
件（存在学校logo和一些与
知识无关的美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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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知识1：平台提供的知识库分段方式介绍

知识库文件提供2种分段方式。

（1）自动分割：平台自动设置分段规则与预处理规则，可能会出现回复的内

容不完整、不准确。

（2）自定义分割：自定义知识库文件的分段规则、分段长度以及预处理规则

等，提高检索结果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类型 说明 默认

分段标识 按照自定义分段标识将完整文本分割成多个分段。 \n

按版面自动切分 自动识别出标题、正文段落、图片和表格元素。
使用此方法后将忽略分段标识。

默认勾选

分段长度 每个分段的文字长度上限，单位为字符数。 1000

内容处理规则 移除空白字符、启用OCR 默认不勾选

内容过滤规则 过滤链接、邮箱地址、参考资料 默认不勾选

分组关联信息 关联文件名、关联标题和子标题 默认不勾选

知识库文件的2种分段方式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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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添加知识库，调整知识库召回参数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添加创建好的知识库

2、调整知识库召回参数

设置项 原理解释 案例实践

调用方式

强制模式：每次回答都必须先检索知识库。适合要求比较严格的场景。如专业客
服。
Auto模式：根据用户问题分析是否需要检索知识库，不需要检索知识库的话大模
型会根据自有知识进行回答。适合比较灵活的场景，如：聊天机器人

强制模式

检索方式

向量检索：把用户问题向量化后，和知识库语义匹配，计算向量之间的距离（余
弦距离、欧氏距离等）
全文检索：把用户问题分词后，和知识库做关键词匹配（BM25算法）
混合检索：针对用户问题分别做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将结果做一次重排，作为
最终结果

混合检索

Rerank模型
只有选择混合检索方式的时候才需要重排，通过交叉编码器计算用户问题和召回
分段语义相似度，拉齐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因相似度计算算法不同导致的打分不
均衡的情况。

默认模型

召回分段数
从检索结果中选取topK个分段，作为参与大模型总结的分段内容，越少越精确，
但有可能会遗漏内容，建议在3-5之间

3

相似度设置
向量检索和混合检索的时候每个分段会有一个相似度得分。相似度设置用于过滤
不相干的分段内容，相似度设置越高，结果越精确，但可能导致召回的分段数量
太少或者没有，建议设置在0.4-0.6之间

0.5

知识增强
召回topK的分段时，会把这些分段每个分段的上一个和下一个分段都带上，增加
了内容完整性，但比较消耗大模型输入token。自动分段效果不理想的时候建议开
启，如果是自己手动分段的就不需要开启了。

开启

无召回回复

大模型回复：大模型根据实际情况自己总结一下内容。有一定随机性，体验相对
较好。
固定回复：人为设定一个输出，每次都一样，比较生硬。在要求比较严格或者流
程编排中配合其他组件一起工作的时候比较适用

默认大模
型回复

知识库召回是指在用户提出问题或输入查询时，
系统从知识库中检索并返回与查询相关的一组候
选信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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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创建问答库：常见问题快速回答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根据模板生
成问答excel文件 2、上传excel文

件

3、导入问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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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智能体添加问答库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添加问答库

2、针对问答库提问

3、问题导引

4、问题确认

5、问题回复

技巧点：
对于确定的问题
和答案，可以放
到问答库里面，
提升问答效率



步骤六：创建术语库：对特称词、专有名词消除歧义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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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术语名称

2、填写术语含义

金融大数据应用课程常见的专业术语

术语名称 术语含义

NLP 自然语言处理

GDPR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HFT 高频交易

大数据4V特征 Volume（数据量）、Velocity（速度）、Variety

（多样性）、Veracity（真实性）

VaR 在险价值

TSA 时间序列分析

PCA 主成分分析

NMF 非负矩阵分解

LDA 主题提取



步骤六：测试术语库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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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点：针对特称词、专有名词、专业术语，可以使用术语
库添加名词解释，能有效提升召回率

检索术语库

找到术语解释

将术语解释拼接
到知识库检索

添加术语库

检索到结果并回答

用户提问：“PCA”



扩展知识2：知识库、问答库、术语库召回顺序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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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库 术语库 知识库＞ ＞



步骤七：添加开场白&对话建议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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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动生成开场白并修改

2、手动添加开场白问题

3、开启对话建议，根据实际修改
可修改生成对话建议的pro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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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一：测试出题

阶段四：测试验证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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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测试测验

阶段四：测试验证测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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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测试问答

阶段四：测试验证测试验证

原始课件测试智能体

回答信息不全、
且出现了无关图
片，图片疑似解
析课件的时候引
入的

什么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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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测试知识库召回效果

阶段四：测试验证

1、输入问题

2、设置检索
方式、重排模
型、相似度阈
值

3、开始检索

只命中了一个分段，并没有
找到我们预期的分段，再次
尝试更换检索方式为向量检
索、全文检索，并且降低相
似度阈值均无有效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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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检查知识库文档及分段

阶段四：测试验证

分段不合理，数据被
分段打断，导致无法
召回

有金融大数据应用，
但没有授课老师

有授课老师，但没
有金融大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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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六：重新解析课件，并按照指定规则分段

阶段四：测试验证

将PDF

解析成
Word

在Word中
插入分隔符

新建知识库、并上传处理后的文档

选择自定义分隔

技巧点：

1、自定义分割逻辑：
特定领域的文档，可能需要使
用自定义分割策略，考虑使用
正则表达式或特定领域的规则
来优化分割

2、格式化文档：
将文档转换成Markdown格式，
更有利于自动分割器识别。



27

步骤七：在解析并手动处理后的课件知识库中测试

阶段四：测试验证

1、输入相同问题

2、配置同样的召
回参数

召回结果已经符合预期



28

步骤八：在智能体中添加新解析的知识库并测试

阶段四：测试验证

结果还是不对，问题出哪了？
增加解析后的课件知识库，实现多知识
库召回

通过调试查看知识库召
回引用只有一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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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九：继续调整知识库召回参数

阶段四：测试验证

结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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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继续优化提示词，解决无效图片输出的问题

阶段四：测试验证

提示词中添加说明

得到预期结果

提示词中这种限制是不太友好的，有可能
导致正常的图片也无法正常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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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一：通过文档解析成Markdown，统一格式，处理不必要的图片

阶段四：测试验证

将PDF

解析成
Markd

own

技巧点：

1、格式化文档：
将文档转换成Markdown格式，
有效的提出了logo和一些与知
识无关的美化图片，且更有利
于自动分割器识别。

选择Markdown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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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知识3：关于Markdown文本格式及语法介绍

阶段四：测试验证

Markdown 是一种轻量级的标记语言，于 2004 年创建，为了让人们以纯文本格式编写内容，
并轻松转换为结构化的 HTML 或其他格式。它语法简洁易学，广泛应用于文档编写、
GitHub、README 文件等场景。

类型 语法
标题 # 一级标题

## 二级标题
### 三级标题

文本样式 *斜体* 或 _斜体_  

**粗体** 或 __粗体__ 

~~删除线~~  

`行内代码` 

列表 - 无序列表项
* 另一种无序列表
1. 有序列表项

链接与图片 [链接文
字](https://example.com)  

![图片描述](image.png) 

引用与代码块 > 引用内容

```python

print("代码块")

```

表格 | 左对齐 | 居中对齐 | 右对齐 |

|:-------|:-------:|-------:|

| 单元格 | 单元格 | 单元格 |

分隔线 ---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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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十二：再次测试知识库召回问答效果

阶段四：测试验证

知识库召回测试 使用知识库后的问答测试

召回了预期的分段结果

得到了预期的回答

结论：高质量的文档，对问答效果提升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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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知识3：关于文档解析的补充知识点

阶段四：测试验证

➢ 知识库解析的时候，不同文档的解析效果：

Q&A表格
Markdown

文档
DOCX文档 PDF文档

其他格式文
档＞ ＞＞＞

高度知识化、格式化的数据，解
析效果最好、问答知识库的召回
率也最高，可以优先考虑

图片和表格的提取难度较大，尤
其是PDF在解析的时候经常出现
把文字识别成图片的情况

➢ 外部文档解析服务推荐：
1.MinerU：https://mineru.net/apiManage/docs，支持PDF/Word/PPT/图片等格式文件解析，导出为
Markdown/JSON/LaTeX/HTML。
2.Doc2X：https://open.noedgeai.com/usage，支持PDF转换为Word、HTML、LaTeX、Markdown等，解
析准确度高。

https://mineru.net/apiManage/docs
https://open.noedgeai.com/usage


步骤一：发布成API：让第三方系统使用智能体的能力

阶段五：智能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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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布后进入概览

2、打开后端API服务

3、创建API秘钥

4、生成API秘钥，记住秘钥后面对接要用

v1.4.0-chat_api_doc.pdf



步骤二：智能体API调用方式——（1）创建会话

阶段五：智能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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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API的时候创建的秘钥

创建会话 create_conversation

创建会话接口的返回中含有会话ID，后续会话过程中需要传入该ID



步骤二：智能体API调用方式——（2）开始对话

阶段五：智能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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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Create_Conversation接口
生成返回的会话ID 

AppConversationID

对话类聊天接口 chat_query



对接效果示例

阶段五：智能体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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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预设问题，测试智能体回答是否符合预期

小结

关键知识点 小结

知识库解析分段 知识文件解析与分段（Markdown解析、Word解析、自定义分段），提升检索准确性

知识库召回方式 知识库召回参数（检索方式、召回分段数、相似度设置、知识增强），提升检索准确性

问答库、术语库 常见Q&A直接回答，专业术语的消除歧义，提升检索速度和准确性

智能体调优 知识库召回调试、文档解析方式和分段方式，提升问答效果

智能体对接 外部系统调用发布的智能体接口，扩展第三方系统的能力



THANK YOU
谢谢大家！

网络信息中心 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