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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关键技术及场景化

应用研究技术榜单

需求项目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关键技术及场景化应用研究

所属行业领域 交通运输

需求背景

贵州省作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省区，交通运输行业在"十

四五"期间迎来了快速发展。截至 2023 年 12 月，贵州省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达到了 8784 公里。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

展，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物流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

本，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交

通物流行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特别是近年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在各行各业掀起了变革浪潮，为

物流行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前景。大模型技术凭借其强大的自

然语言处理能力和知识推理能力，有望彻底改变物流行业的决

策方式和运营模式。在物流领域，国际物流巨头如亚马逊和 DHL

已开始将大模型应用于供应链优化，显著提高了效率，降低了

成本。国内的顺丰、京东物流、菜鸟等企业也相继推出了基于

大模型的物流决策和优化系统，如顺丰的"丰知"、京东物流的

"超脑"和菜鸟的"天机π"等，展现了行业大模型的巨大潜力。

贵州省作为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数据资源积累和政策支

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发展物流行业大模型奠定了坚实基

础。然而，如何将这些优势有效转化为物流行业的实际效能，

如何构建适应贵州地理特点和经济需求的物流大模型，以及如

何在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大模型的落地应用，仍

然面临诸多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贵州实际，开展针对性的技术研究和应用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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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贵州省物流行业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是物流信息

碎片化，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二是物流成本高，影响产业

竞争力；三是区域物流发展不平衡，城乡物流服务水平差异大；

四是节假日等特殊时期物流保障能力不足；五是缺乏对物流行

业发展趋势的精准预测和分析能力。

为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建立一个基于大模型技术的智能化

交通物流平台。该平台应能整合全省多源异构的交通物流数

据，运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实现对物流全局态势的精准感

知、科学预测和智能决策。同时，通过构建针对性的场景智能

体，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和服务优化。

具体而言，在政府侧，平台需要实现交通运输经济态势分

析、物流园区布局优化、全省物流运行日常监控以及节假日物

流高峰应对等功能。在企业侧，平台应能提供智能推荐优化运

输方案，帮助企业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建设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项目，不仅能够提升物流行业

的整体运营效率，还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此外，该项目的实施将推动贵州省物流

业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建设现代化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做出积极贡献。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和数字经济发展方

向，对于提升贵州省在全国物流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模型技术、多源数据融合和

场景智能体的协同应用，将实现贵州省交通物流的智能化升

级，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物流保障。

主要研究内容

（一）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核心技术研究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的核心技术研究将围绕模型架构、

知识注入、推理能力、算法融合和国产算力适配五个方面展开。

首先，设计适应复杂地形和多样化需求的大模型架构，灵活处

理多源异构数据并实现高效推理。其次，开发交通物流专业知

识注入技术，通过预训练和微调策略提升模型对专业术语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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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的理解。第三，增强大模型在物流推理和决策中的能力，

结合外部知识库和推理图谱，提升逻辑分析和因果推理效果。

第四，融合大模型与传统物流优化算法，实现语义理解和经典

优化算法的优势互补。最后，研究大模型与国产算力的适配技

术，包括优化部署、模型压缩、量化方法和分布式训练框架，

提升国产硬件上的运行效率。

（二）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研究

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是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

项目的关键基础。首先，针对多领域数据的异构性，研究多源

异构数据建模，统一特征空间，实现同构转化。其次，基于同

构化数据构建物流知识图谱，抽取和表达知识，增强大模型的

推演准确性。第三，开发适应物流行业特点的数据处理链，包

括设计数据清洗算法、标准化流程以及数据质量评估体系，提

高数据的可用性。再者，突破时空、文本、图像等多模态数据

的融合技术，实现对物流全局的立体化感知。最后，研发高效

的分布式数据处理框架，优化存储与查询，提升大规模实时数

据的响应能力。

（三）智能场景应用与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项目的核心在于开发针对性的智

能场景应用，并构建决策支持系统。

在政府侧，重点研发四大智能体：1.交通运输经济态势分

析智能体，结合大模型和时间序列分析，开发经济走势预测模

型，通过可视化界面支持决策者进行交互式分析，提供政策数

据支持；2.物流园区布局优化智能体，基于需求预测和多目标

优化算法，制定“一主多辅”的物流园区布局方案，考虑土地

资源、交通可达性等因素，量化评估不同方案效益；3.全省物

流运行日常监控智能体，通过聚类分析和异常检测算法，实现

对物流实时监控，并利用智能资源调配系统为不同区域的物流

需求提供个性化建议；4.节假日物流高峰应对智能体，采用机

器学习等智能方法，研究节假日物流需求预测模型，利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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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图技术显示重点拥堵区域，辅助管理部门优化运力调配。

在企业侧，开发智能推荐优化运输方案智能体，结合大模

型和运费预测技术，运用启发式算法开发多式联运智能规划方

案，帮助企业生成最优运输方案。

为充分发挥大模型优势，构建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决策支持

系统，开发基于自然语言的交互界面，支持决策者通过对话进

行复杂物流分析和决策。研究大模型辅助的多目标决策优化技

术，平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为提升系统可信度，

还将设计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增强决策透明度。

系统实施方面，开发统一架构和数据接口标准，实现各智

能体的高效协同。项目将在贵州省重点物流园区和典型企业进

行示范应用，验证系统效果，同时研究大模型在物流行业的安

全性和隐私保护措施，制定相关管理规范，为大规模推广奠定

基础。

考核指标

（一）编写贵州省交通物流行业数据调研报告。

（二）形成关键技术 5项：

1.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架构设计技术；

2.多源异构的物流知识图谱构建技术；

3.多源异构数据融合处理技术；

4.物流场景智能体开发技术；

5.大模型驱动的智能决策支持技术。

（三）形成技术体系 3项：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技术体系；

多源数据融合与处理技术体系；

智能场景应用技术体系。

（四）研发新系统 2套：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驾驶舱系统；

贵州省交通物流大模型智能场景应用。

（五）发表论文 6篇，中文核心以上论文不少于 3篇。

（六）申请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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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登记软件著作权 4项。

（八）制定省级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 1项。

（九）培养高级职称人员 3人。

（十）系统应用效果：

1.系统的智能场景应用部署于全省交通运输相关部门和

物流节点；

2.系统为至少 5家物流企业提供智能运输方案，用于提升

企业的运营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

3.全省物流运行态势的实时监控覆盖率达到了 75%以上，

确保物流网络的稳定运行；

4.系统严格遵守数据安全管理规范，确保敏感数据和用户

隐私得到了有效保护。

时限要求 2024 年 11 月—2026 年 6 月

揭榜方条件

揭榜方牵头单位应具备丰富的交通物流大数据应用和智

能化系统开发经验，承担过至少 1项省级及以上平台或智能化

系统建设项目。应拥有专业的大数据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

不少于 10 人，具备大规模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算法研发能力，

在交通物流领域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模型和算法库。单位应具备

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及相关资质，确保项目涉及的敏感数

据安全。应具备整合产学研资源的能力，能够与高校、科研院

所及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资

金实力支持项目研发和实施。单位应能够提供项目实施所需的

硬件环境和开发测试平台，具备大型信息系统的部署和运维能

力。

发榜单位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补助金额 不超过 100 万元 配套金额 不低于 3：1

联系人 宋刚 联系电话 0851-85992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