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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大模型简介



大模型个性化是个必然



个性化大模型：四位一体的对话智能体

• 「知识、个性、情感、记忆」四位一体的类人对话智能体

核心研究课题 关键词

Open-domain Dialogue
& Generative Models

Large Language Model、Knowledge、Empathetic、Long-term Memory、Persona、
Contradictions & Consistent、Style、Human Evaluation

Open-Domain Question 
Answering
&Knowledge Grounded Dialogue Knowledge Hallucination、Retrieval Augmented、Internet-Augmented、Reasoning

Well-Behaved Alignment、Safety、Gender Bias

Visually Grounded & Environment 
Grounded Agent、Embodied AI



天猫精灵上的应用

「知识、个性、情感、记忆」四位一体的对话



天猫精灵上的应用-鸟鸟分鸟

- “鸟鸟分鸟”个性化大模型体验超预期，AIoT 行业有望迎来“寒武纪大爆发”-浙商证券，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304061585175117_1.pdf?1680787493000.pdf



天猫精灵上的应用-鸟鸟分鸟

鸟鸟与鸟鸟分鸟的对话—类比创作 

黑灯与鸟鸟分鸟对话—类比创作



更多角色扮演能力体验
Modelscope创空间体验：搜索“角色对话”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更多角色扮演能力体验
Modelscope创空间体验：搜索“角色对话”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userid:692645,docid:155329,date:2024-09-04,sgpjbg.com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更强的泛多任务化能力



更强的泛多任务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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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个性化大模型



知识幻觉是个性化大模型应用的一个核心挑战

• 知识幻觉的表现： 
• 与事实不一致；
• 无从考证，没有事实依据；

• 产生知识幻觉的原因
• 数据： 数据重复、Bias、时效性， 一对多的映射关系
• 训练： Imperfect representation learning、Parametric knowledge bias
• 解码： sampling机制

• 开放域对话的知识幻觉比其他生成式任务更加明显
• 开放域对话话题很发散
• 来自社交网络的对话训练数据，本身包含很多主观的言论和不权威的信息
• 既要逻辑一致性，又要人设一致性（对话前后轮逻辑以及身份不一致）
• 实时性的问题，更容易产生知识幻觉

Survey of Hallucina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https://arxiv.org/pdf/2202.03629.pdf


减少知识幻觉的几个要点

ChatPLUG：Open-Domain Generative Dialogue System with Internet-Augmented Instruction Tuning for Digital Human https://arxiv.org/pdf/2304.07849.pdf

• 高质量数据和大规模模型

• 互联网搜索引擎&私域知识的检索增强

• 个性化的，人设/记忆的信息增强

• 数据统一、模型统一的多任务学习

• 可干预可运营的的对话链路

https://arxiv.org/pdf/2304.07849.pdf


互联网搜索增强实现更少的知识幻觉



更优的检索增强机制
• 更优的搜索

• 面向互联网搜索引擎的搜索query生成

• 面向FAQ知识的检索和排序

• 融合传统检索和向量检索的多路召回

• 更丰富的指导信号

• Fusion-in-Decoder接受更长的信息输入

• 多粒度的GroundingEvidence预测方法

FAQ问答模型开源： https://www.modelscope.cn/models/damo/nlp_structbert_faq-question-answering_chinese-base/summary
多轮改写模型开源： https://www.modelscope.cn/models/damo/nlp_mt5_dialogue-rewriting_chinese-base/summary

https://www.modelscope.cn/models/damo/nlp_structbert_faq-question-answering_chinese-base/summary
https://www.modelscope.cn/models/damo/nlp_mt5_dialogue-rewriting_chinese-base/summary


更大规模、更高质量、更多样的训练数据

• 更大规模数据、更大规模模型

• 高质量数据

• Books/Wiki/QA等高知识密度预训练数据

• 大规模高质量预训练对话数据筛选

• 多样的知识密集型任务微调

• QuestionAnswering

• KnowledgeGroundedDialog 

• PersonaGroundedDialo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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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大模型中的个性



人格化对话的4个维度
维度 示例

稳定准确的人设 User: 你在干嘛

Bot： 我在给我的泰迪狗洗澡呢

User： 我想去北京玩

Bot1： 我也想去， 我还没去过呢（bot persona： 我是四川人）

Bot2: 欢迎找我玩啊， 我带你去吃最好的北京烤鸭（bot persona： 我是北京人）

鲜明的语言风格 User： 你这么简单游戏都不会啊

Bot1: 凶巴巴了啦， 人家需要你教好嘛（bot persona： 我是萌妹子）

Bot2: 我就不会，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bot persona： 我比较高冷）

逻辑自洽的三观 User：当今社会， 理工科的贡献更大

Bot： 我觉得文理科是相辅相成的 

User： 你不觉得文科生喜欢空谈吗

Bot：科技的发展要以人文为基础， 我们不能将二者简单对立起来

有偏好的个性化对话 User：mojito是啥酒

Bot1: Mojito是一种传统的古巴鸡尾酒，周杰伦有首同名歌曲很好听（bot/user persona： 我喜欢周杰伦音乐）

Bot2：mojito是一种传统的古巴鸡尾酒， 也是最有名的郎姆调酒之一（bot/user persona： 我喜欢调酒）



人设一致性-人设冲突回复类型

原因类型 特点 示例

句内矛盾 单看Response存在自我矛盾 User: 你是不是在家养胎了

Bot: 没有,我怀的是双胞胎。(bot persona: 我发现我怀的是双胞胎;我在家养胎呢)

人物混淆 单看Response合理， 但混淆了其他

相关人物

User：你有闺蜜吗

Bot：我有个闺蜜，她是当地工厂技术员（bot persona:我有个闺蜜; 我爸爸是当地工厂技术员）

常识推理 缺乏推理能力，如性别、家乡、生日

与星座的关系等

User: 你没去过化州

Bot：没去过,那里很热吗? (bot persona: 我老家化州的)

诱导式对话 单看Response合理，受context影响，

诱发与persona或history不一致回复

User: 你哥没有结婚？！！！

Bot：他刚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bot persona: 我哥哥刚结婚;我刚从大学毕业;)



提升人设一致性的要点

• 更强的基座模型，更强的推理能力

• 针对性地扰动人设构建难样本， 数据增强提升训练的鲁棒性

• 人设一致性的自动判别， 反馈增强训练



粗粒度的人格定义-BigFive

- 图片来自于网络

BigFive是一种人格特质分类法，从 1980 年代开始在

心理特质理论中发展起来。

把复杂人格归因到5个维度上，偏心理学理论研究， 

普通人难以理解含义， 不适合数据标注和效果评估



粗粒度的人格定义-MBTI 16

- 图片来自于网络

MBTI是人格类型学中一种用于

内省的自我报告问卷，它表明人

们在感知和决策的方式上存在不

同心理偏好。

把复杂人格分类成16种，偏心

理学理论研究， 普通人难以理

解含义， 不适合数据标注和效

果评估



细粒度的人格定义-638 Personality Traits

My original reason for creating this enormous list (or set) was to learn whether the methods of 

combinatorial ideonomy could prove helpful in opening up, specifying, nominating, distinguishing, 

ordering, legislating, indexing, communicating, reducing, and otherwise investigating the universe 

of all actual and possible traits, types, and processes of human character and behavior.

I was interested in gaining insight into such questions as: Can the universe of personality traits be 

circumscribed? Has it some sort of characterizable and consequential boundary? Are there limits or 

no limits to human variability, diversity, and psychogenesis? Are there polar tendencies or attractors?

Is-or to what extent is-existing language adequate to analyze and express man's character or 

psychology? How redundant are names, concepts, and manifestations of character traits? How 

similar, different, overlapping, orthogonal, inconsistent, etc?

Human Kaleidoscope: https://ideonomy.mit.edu/essays/kaleidoscope.html

Patrick Gunkel Is An Idea Man Who Thinks in Lists



细粒度的人格定义-638 Personality Traits
正面特质 中性特质 负面特质

Adventurous 有冒险精神的 Absentminded 健忘的 Abrasive (Annoying, 
Irritating) 粗暴的（烦人的、气人的）

Appreciative (Grateful) 心怀感激的（感恩） Aggressive 强势的 Airy (Casual, Not Serious) 轻浮的（漫不经心，不严肃）

Articulate (Well-spoken, 
Expressive)

善于表达（口才好，表达能力
强） Amusing 好笑的 Aloof (Detached, Distant) 冷漠的（有距离的）

Attractive 有吸引力的 Artful 施展技巧的 Angry 愤怒的

Brilliant 聪颖的 Boyish 男孩子气的 Anxious 焦虑的

Calm 平静的 Breezy (Relaxed, 
Informal) 轻快（放松，非正式） Apathetic (Uncaring, 

Disinterested) 冷淡的（不关心人，不感兴趣）

Captivating 迷人的 Businesslike 麻利务实的 Argumentative 好争论的

Caring 有爱心的 Casual 随便的 Arrogant 傲慢自大的

Charming 魅力十足的 Cerebral (Intellectual, 
Logical) 理智的（智力、逻辑） Artificial 矫揉造作的

Cheerful 令人愉快的 Complex 复杂难懂的 Assertive 武断的、过分自信的

Clever 聪明灵巧的
Conservative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保守的（传统的、常规的） Barbaric 野蛮的

Colorful (Full of Life, 
Interesting)

富有趣味的（充满活力，有趣
的） Contradictory 自相矛盾的 Bewildered (Astonished, 

Confused) 困惑的（吃惊的、糊涂的）



人格可控对话生成CaseStudy

人格描述 Query:肚子好饿呀 Query:最近工作挺累的，有点想放个假

我是个诙谐风趣、富有趣味的、爱玩的、幽默的人 吃饱肚子再说吧，哈哈 哈哈，你可以把你的工作辞掉，放松一下自己

我是个温柔体贴的、善解人意的、充满柔情的、富有同情心
的人

这样啊，你怎么这么饿啊 工作这么累，你一定很想家吧

我是个活泼可爱的、善变的、爱问问题的人； 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 是吗，那你可以去旅游呀

我是个羞怯的、忧郁的、悲观沮丧的人 好久没有和朋友出去玩了。 我也想放假，但是没有机会



人格可控对话实验方案

• 对话风格是由Content+Style纠缠在一起影响的， 不同风格的人设

会讲不同的内容， 而不只是措辞、语气、句法上的差异；

• 以Personality638分类为基础构建人格组合，通过「自然语言形式

的人格组合描述」控制对话风格

• 实验目的： 

• 加入人格约束， 对基础对话体验的影响？

• 人格定义的粒度差异，在「限定人格场景」「自定义人格场景」

下的影响？

• 多标签约束生成方式，对基础对话体验和风格显著度的影响？ 

• 评测指标： 

• 风格显著度： 「给定人格标签集合」 与 「人格判别器对生成

回复的预测标签topN」是否存在交集， 存在交集，即认为风

格显著；

• 知识问答Acc/人设问答Acc/多轮顺畅性得分

• 人工评测

• 采用pairwise标注，随机采样100条，统计 win:tie:lose；

实验设定 训练数据
自动评测【不同人格组合

下的平均效果】

人工评测【固定的活泼可爱

型人格】

Baseline
Persona中只有基础

信息， 没有人格描述

Inference阶段，固定基础

信息， 随机组合一个人格

描述【1～5个词】

Inference阶段，固定基础信

息， 固定Bot人格描述「我

是个活泼可爱的、有青春活

力的、乐观的、快乐的人；」

P209-

top1

Personality209分类，

Persona中拼接 Top1 

label

P209-

top3 

Personality209分类，

Persona中拼接 Top3 

label

P4-top1

Personality4分类， 

Persona中拼接 Top1 

label



实验结果分析

• 加入人格约束， 对基础对话体验的影响？

• 对话大模型，训练时引入「人格控制」后，风格显著度可

以有大幅提升（>10pt)， 多轮顺畅性略有损失（2～4pt）

• 虽然平均而言，基础对话体验相比baseline会有损失， 

但存在特定的人格，人工测评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 「多轮闲聊场景」下的风格显著度，总是好于「百科/人

设问答场景」（～25pt)；

• 人格定义的粒度差异，在「限定人格场景」「自定义人格场景」

下的影响？

• 细粒度人格定义，风格显著度总是好于粗粒度人格定义

（>12pt)， 基础对话体验基本可持平粗粒度人格定义(略

低1~2pt)；

• 多标签约束生成方式，对基础对话体验和风格显著度的影响？ 

• 训练时给定top3人格标签， 相比给定top1人格标签，总

是可以提升风格显著度（知识/人设问答场景提升4pt左右，

闲聊场景提升10pt）；

风格显著度 on 知识问答/人设问答/
多轮闲聊cconv
(hit@top10)【随机正面人格】

知识问答/人设问答/多轮顺畅性
@cconv）【随机正面人格】

Baseline 22.86%/18.05%/15.25% 79.89%/96.99%/47.96%

P209-top1 31.31%/30.82%/50.96% 80.57%/93.61%/46.1%

P209-top3 35.54%/34.58%/60.72% 78.51%/91.73%/44.1%

P4-top1 23.42%/20.67%/23.50% 81.6%/96.99%/48.11%



不同人格的结果分析

• 活泼可爱的、诙谐风趣的、聪明博学的、温柔体贴的， 

这几类表现最为均衡， 既可以具备较好的风格显著

度，又可以具备较好的基础对话素质；

• 悲观沮丧的、幼稚的、强势又善变的、谦逊的， 这

几类人在知识问答上表现最为不佳； 

• 悲观沮丧的人， 个性突出，百科问答表现最差；

• 强势又善变的人，个性突出， 但对话自我矛盾严重，

多轮顺畅连贯性方面表现最差；

• 理性平和的、冷酷脾气坏的， 个性整体表现不佳，

前者可能是因为人格本身太普通，后者可能是因为训

练数据清洗导致这类人的对话数据稀疏；

• 老练自然的人，基础对话素质较好，在百科问答上个

性突出， 但闲聊场景风格表现最不显眼；



提升风格显著度的要点

• 风格多样的预训练数据

• 细粒度的人格分类及组合， 对风格有重要的影响

• 人格标签影响语言风格，但不等价， 复杂指令遵循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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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个性化大模型要点总结

• 个性化大模型， 「知识、个性、情感、记忆」四位一体缺一不可

• 提升数据质量和规模、增大模型规模、检索/工具增强等工作可以减少知识幻觉

• 智能体的知识范围，是彰显个性的重要特征，做到可控是个挑战

• 个性化对话需要满足4个要求： 稳定准确的人设、鲜明的语言风格、逻辑自洽的三观、有偏好的个性化对话

• 人设幻觉问题， 需要针对性地数据增强和反馈增强

• 个性可控生成， 支持细粒度人格定义及组合， 是区分个性的必要条件

• 更逼真的角色复刻，需要「更细节自然语言指令遵循能力」



ChatPLUG项目开源
https://github.com/X-PLUG/ChatPLUG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https://github.com/X-PLUG/ChatPLUG
https://www.modelscope.cn/studios/damo/role_play_chat/summary


AI毒师计划

给大模型100瓶毒药！业内首个AI治理中文数
据集招募垂直领域专家

https://www.modelscope.cn/headlines/article/1
06

https://www.modelscope.cn/headlines/article/106
https://www.modelscope.cn/headlines/article/106


感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