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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先导计划之师生素养提升计划

AI赋能交晓智平台

助力校园智慧管理
（黄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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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模型选型 文档解析与分段技巧 交晓智公共插件 工作流创建 工作流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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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体调试

提示词框架 数据库使用（NL2SQL） 触发器使用 循环与终止循环组件 火焰图分析

提示词调优 问答库 自定义插件 代码组件 调试树

提示词模板 术语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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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节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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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工作流设计

➢知识库在工作流的应用

➢工作流节点设置

➢工作流调试

培训

要点

培训

收获

➢掌握智能体工作流的概念、架构及高效设计方法

➢熟练在工作流中集成知识库，提升系统功能

➢熟练使用调试方法和工具，快速解决工作流中的问题

“交晓智”平台助力校园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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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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智能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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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 背景

在青铜篇我们已经通过构建知识库、编写提示词、调用插件创建了一个入门级网信中心智能客服。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遇到了以下2个问题：

1. 回答不准确问题：目前的智能客服在回答某些问题时，回复的内容不完整，信息准确性不足。

2. 多语言翻译问题：目前的智能客服无法满足留学生多种语言的沟通需求。

⚫ 需求：实现多语言无障碍交流、增强回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阶段一：需求分析-需求提出



阶段一：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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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搭建自己的智能体

需求分析

1.明确赛道：智慧管理

2.明确目标：实现多语言的咨询服务，快速准确地解答师生的各种咨

询问题。

3.明确优化方向：
（1）增强回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解决回答某些问题时，回复的内容不完整，信息准确性不高的问题。

（2）增加多语言咨询服务
-满足留学生的日常咨询服务。



阶段二：实现思路设计

将外文翻译为中文 大模型+知识库 将中文翻译为外文

留
学
生
用
户
提
问

回
复
给
用
户

流程化的实现过程

（2）增加多语言咨询服务

（1）增强回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通过调整知识库相关参数，增强回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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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二：实现思路设计

通过纯提示词实现 通过工作流实现

难以处理复杂问题：随着应用场景变得越来越复杂，仅靠调整提示词可能

难以满足需求。

支持处理复杂问题：适合于包含较多步骤、流程化、具备一定逻

辑的复杂工作

将复杂任务分解为多个简单步骤，逐步处理，支持根据不同情况

选择不同的处理路径。

输出稳定性差：不同情况下使用的提示词可能会导致输出结果的一致性和

稳定性较差。

输出稳定性高：通过预设的步骤和规则，确保每次执行的结果一

致，保证稳定性。

维护成本高：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维护和管理大量的提示词会变得困难。易于后期维护：良好的模块化设计更便于后期维护。

灵活性高：可以即时调整输入给AI模型的提示词，以适应不同的任务需求。可扩展性强：每个步骤独立开发和测试，易于扩展。

快速迭代：无需编写复杂的代码逻辑，只需修改文本提示即可快速测试新

的想法或功能。
迭代效率低：每次更改都需要重新设计和测试整个工作流。

在步骤较多、流程化、具备一定逻辑的场景下，选择工作流方式实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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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晓智”平台

实现思路

1.选择大模型——选择一个擅长多语言翻译、智能客服的大模型

2.调整知识库参数——增强回答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3.创建工作流——增加多语言咨询服务

阶段二：实现思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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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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级智能助手、实时翻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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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一：LLM选型：本案例为智能客服场景，选择模型deepseek-v3/moonshot-v1-8k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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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调整知识库参数：解决回复不准确、不完整的问题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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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库文件的2种分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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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预处理类型 对检索准确性的影响 具体操作

重复数据处理
重复数据会导致检索结果冗余，干
扰召回排序优先级。

1. 精确去重：删除完全重复的条目
2. 模糊去重：删除高度相似内容
3. 分组去重：按知识类别分组后去重，避免跨类别误删

去除噪声与无
效信息

噪声数据会引入无关关键词，导致
检索时匹配错误；
逻辑矛盾可能使智能体返回矛盾答
案，损害可信度。

1. 文本清洗：删除乱码（如\x00、控制字符）、冗余空格、换行符；
统一全角 / 半角标点（如将 “！” 转为 “!”）
2. 语义过滤：移除广告、版权声明、重复模板
3. 逻辑修正：修正明显矛盾（如 “登录密码长度 6-8 位” 与 “密码
需至少 10 位” 冲突），标注待确认的模糊表述（如 “可能”“大概”
需补充具体条件）

术语统一化

术语不统一会导致漏检（如用户搜
“CPU” 但知识中只有 “中央处
理器”）；
歧义未处理时，可能匹配到不相关
领域的知识（如 “苹果” 匹配到
水果而非公司）。

1. 同义词统一：建立术语库（如 “客服”→“客户服务”、
“CPU”→“中央处理器”），检索时自动扩展匹配
2. 歧义消除：对多义词标注上下文（如 “端口” 标注为 “网络端口”
或 “硬件端口”）
3. 行业术语标准化：按目标领域（如金融、医疗）统一专业术语（如
“贷记卡” 统一为 “信用卡”，避免同一概念多种表述）

扩展知识1：对知识库文件进行预处理，提升检索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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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工作流概述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节点类型 功能描述 应用场景 备注

Start节点 工作流起始节点，设定启动所需信息 接收用户输入或触发条件 默认存在于所有工作流中

End节点 工作流终止节点，返回最终结果 输出最终处理结果 默认存在于所有工作流中

大模型节点 调用大语言模型生成回复

- 文档生成/翻译/摘要
- 数据分析与预测

- 智能客服意图识别/自动回复
- 流程优化

支持单节点调试

知识库节点 根据相似度召回知识库分段，以List形式返回。 匹配用户问题并返回相关知识内容 支持单节点调试

选择器节点
按条件顺序匹配分支，执行符合条件的下游节点。类

似if-else
问题分类分发（如故障排查转特定流程） 无

代码节点 编写代码处理输入变量，支持Python和JavaScript
- 数据清洗/分析

- 文件管理（如备份）
- 系统集成

提供IDE编辑器，支持测试代码，支
持单节点调试

插件节点 扩展智能体能力，连接外部系统或服务 调用外部API或工具（如绘图、联网搜索） 支持单节点调试

工作流节点 嵌套其他工作流实现模块化流程
拆分复杂任务为子流程（如订单处理拆分为支付、物

流等子流程）
仅支持两级嵌套，被嵌套的工作流不

可再嵌套，支持单节点调试

循环、终止循环、数据库、意图识别、智能体……

工作流由多个节点构成，节点是组成工作流的基本单元，包含大模型、代码、知识库、选择器、插件、工作流
等多种节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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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总体流程设计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节点类型的选择：

利用大模型节点（蓝绿色）实现语种识别、翻译和生成回复

利用知识库节点（粉色）实现知识库检索

利用选择器节点（紫色）来实现中文用户分支和外文用户分支的分流

1.多语种识别 3.中文用户分支

2.外文用户分支



15

03

步骤三：创建工作流：1.多语种识别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Start节点
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

（2）大模型节点（语种识别）
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
输出：识别的语种

（3）选择器节点
判断条件：语种是否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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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1.多语种识别-Start节点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步骤：
1.添加输入：添加input变量，接收
用户输入的问题，变量类型String。 变量类型 含义

String 字符串

Integer 整数值，无小数点

Number 数值，可以是整数或浮点数

Object 键值对集合，用于存储结构化数据

Boolean 逻辑值，仅有两个可能值：true 或 false

Array<String> 字符串列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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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1.多语种识别-大模型节点（语种识别）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步骤：
1.选择大模型：选择合适的大模型deepseek-v3
2.添加输入：添加用户输入的问题 input变量（引用Start节点
的input）
3.添加输出：识别的语种language变量
4.提示词：编写提示词

注意事项：
✓ 通过连接线连接2个节点，才能传递参数
✓ 引用变量时，只能引用上游的变量
✓ 输出的变量需要向下游传递时，输出格式选择JSON，方便提

取变量
✓ 提示词中引用变量时，使用 {{变量名}} 

第一步：分析以下文本是什么语言：{{input}}。
第二步：输出结果到{{language}} 变量中。
例如识别到语言是中文，则直接输出：中文
## 限制:
- 只专注于识别用户问题所使用的语种并输出到指定变量，拒绝
回答与语种识别无关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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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1.多语种识别-选择器节点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判断条件：语种识别是否中文

➢ 选择器可以连接多个下游分支，根据设定的条

件按照顺序查找的方式来匹配运行的分支。

➢ 如果匹配到某条件则只运行该条件对应的分支，

否则继续匹配下一条件直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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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2.外文用户分支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1）大模型节点（外文翻译）
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
输出：用户输入的问题（中文版）

（3）大模型节点（结果总结并翻译为外文）
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中文版）、检索到的知
识列表、识别的语种
输出：回复给用户的内容（外文版）

（2）知识库节点
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中文版）
输出：检索到的知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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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2.外文用户分支-大模型节点（外文翻译）

第一步： 接收用户输入{{input}}的多语言内容，运用专业的翻

译能力，将其精准翻译为中文。

第二步： 仅输出翻译结果，输出到{{chineseQuestion}}变量

中，不包含多余解释。

## 限制:

- 仅专注于将用户输入的多语言内容翻译为中文，不提供其他语

言之间的翻译或与翻译无关的服务。

- 翻译结果必须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规则。

- 输出内容简洁明了，避免出现模糊或歧义的表述。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步骤：
1.选择大模型：选择合适的大模型deepseek-v3
2.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 input
3.输出：用户输入的问题（中文版）chineseQuestion
4.提示词：编写提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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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2.外文用户分支-知识库节点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步骤：
1.输入：引用上个节点输出的chineseQuestion变量
2.输出：无需单独设置，知识库节点会将检索到的内容，封装成List输出
3.添加知识库：添加已经创建好的知识库，设置知识库召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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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扩展知识2：知识库召回参数设置

插件名称 功能 本案例设置值

检索方式

1.向量检索：把用户问题向量化后，和知识库语义匹配，计算向量之间的相似度（余弦
距离、欧氏距离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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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混合检索：针对用户问题分别做向量检索和全文检索，将结果做一次排序后作为最终
结果（选择混合检索时候需要用到Rerank模型，减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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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量检索

召回分段数
从检索结果中选取相似度较高的分段数，值越小越精确，但可能会遗漏内容，建议在
3-5之间

5

相似度设置
相似度设置用于过滤不相干的分段内容，值越大越精确，但可能导致检索不到目标知
识，建议设置在0.4-0.6之间

0.5

知识增强
召回分段时，会把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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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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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2.外文用户分支的编排-大模型节点（结果总结并翻译为外文）

第一步：拿到用户问题{{question}}和答案{{answer}} 后，进行有
条理的总结。
第二步：将总结内容准确翻译为目标语言{{language}}，仅输出翻
译后的结果。对其中的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要进
行加粗显示。
## 限制:
- 仅围绕结合原始问题总结回答相关内容和翻译结果进行操作，不
涉及其他无关话题。
- 总结回答需逻辑清晰、表达准确，符合正常语言表达习惯, 不要
起主标题。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步骤：

1.选择大模型：选择合适的大模型deepseek-v3

2.输入：识别的语种language、用户输入的问题（中文版）question、

检索到的知识列表answer

3.输出：回复给用户的内容（外文版）

4.提示词：编写提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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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3.中文用户分支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大模型节点
1.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检
索到的知识列表
2.输出：回复给用户的内容
3.提示词：编写提示词

知识库节点
1.输入：用户输入的问题
2.输出：检索到的知识列表
3.添加知识库：添加已经创
建好的知识库，设置知识库
召回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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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创建工作流：将两个分支连接到End节点

步骤：

1.设置回复模式：

使用设定的内容直接回答：可以自己设定回复内容

返回变量由Bot生成回答：由外层调用该工作流的智能体进行

最终总结回答。

2.输出：中文用户分支和外文用户分支中的任一回复。

3.开启流式输出：

开启时，回复内容将会逐字流式输出；关闭时，回复内容将

全部生成后一次性输出。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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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设计图

工作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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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调试工作流—工作流调试

点击试运行，输入Start节点的输入参数，即可测试完整工作流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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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调试工作流—工作流调试

观察工作流各节点执行是否是成功（绿色表示成功）

展示结果：可查看每个节点的输入输出及耗时情况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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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四：调试工作流—单节点调试运行

➢ 点击“ ”按钮 ，输入该节点的输入

参数，进行单节点的调试运行，运行

后可查看单节点的耗时、输入和输出

工作流整体调试完成后，需要发布工作流，发布成功后智能体才能引用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节点有 “ ”按钮表示该节点支持单节点调试。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创建工作流的三个环节

流程设计

定义流程：将整个任务分解为多个步骤，明确每个步骤的输入和输出，明确各个步骤的

逻辑关系。

设计错误处理机制（按需）：确保在某个步骤失败时有备用方案。

流程搭建 利用平台提供的多种类型节点，搭建工作流。

测试优化
单节点测试：对每个节点进行单独测试，确保其正确性。

工作流测试：测试整个工作流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创建工作流小结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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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五：升级智能体

1. 大模型参数设置：思维方式选择function call，将单次回复最大token数设置成4096，避免输出内容过多被截断。

2. 添加工作流：在智能体的技能区域添加工作流。

3. 编写提示词：明确调用工作流来回答。

阶段三：智能体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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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不同语种问题，进行测试

阶段四：测试验证

中文示例 外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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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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文件解析分段的参数（分段规则、解析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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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 流程设计，并利用多种类型的节点搭建工作流。

工作流调试 完整工作流调试、单节点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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