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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电力系统的大语言模型的数据准备，包括数据的采集、清理、标注、注释

和整理等所有环节。此标准的目的在于规范在大语言模型训练中的数据处理过程，以保证数

据的可用性、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本文件规定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电力系统中的微调数

据准备规范，本文件共分为数据准备要求、数据准备规范、数据准备流程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单位使用大语言模型技术解决相关业务需求，适用于电力系统人工智能

大语言模型的应用开发等业务场景，帮助业务人员以及开发人员完成模型训练、模型微调等

相关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271.28-2001   信息技术 词汇 第28部分:人工智能 基本概念与专家系统 
GB/T 41867-2022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仅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是一门交叉学科，通常视为计算机科学的分支，研究表现出与人类智能（如推

理和学习）相关的各种功能的模型和系统。 

3.2 大语言模型 Large Language Model  

大语言模型也称大型语言模型，是一种人工智能模型，旨在理解和生成人类语言。在大

规模文本语料上训练、包含百亿级别（或更多）参数的语言模型。 

3.3 指令微调 Instruction Tuning 

指令微调是指可以帮助大语言模型实现人类语言指令遵循的能力，在零样本设置中泛化

到未见任务上的学习方法。 

3.4 数据准备 Data Preparation 

指的是将原始数据进行清洗、转换、标记和结构化以适用于大语言模型的过程。 

3.5 数据源 Data Sources 

数据源指的是用于训练和应用大语言模型的原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文本、图像、报告

和传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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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数据预处理 Data Preprocessing 

数据预处理指的是在得到原始数据之后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清洗、去重、去噪

以及数据标准化等步骤。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Json：JS对象简谱(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BOM：字节顺序标记(Byte Order Mark) 

5 总则 

本文件规定了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在电力系统中的微调数据准备规范，本文件共分为数

据准备要求、数据准备规范、数据处理流程等。其中数据准备主要用于规范电力系统的大模

型在微调训练中的数据收集、数据格式以及数据隐私与安全等，数据准备规范主要用于规范

电力系统大模型微调训练中的数据预处理、数据转换、数据标签与注释、数据及划分、数据

格式化、数据集质量评估、数据增强以及数据更新与维护等，数据处理流程主要用于规范数

据预处理的一般步骤和中文数据预处理的步骤等。具体内容组织框架见图1: 

 
 

图 1 组织框架 



T/CES XXXXXXX 
 

3 
 

6 数据准备规范 

6.1 数据收集 

本文件主要从数据来源、数据多样性与数据质量三个方面对数据收集过程进行相关的规

范性要求，确保大语言模型微调技术应用过程中训练数据符合要求。 

（1）数据来源 

电力系统的数据要求是通过传感器、智能设备、视频监控设备、音频通信设备、移动终

端等进行数据采集，收集海量结构化、半结构化、非结构化的业务数据集合。在电力系统中，

大语言模型的微调与训练所使用的数据应来自可靠和权威的电力系统数据源，包括电力公司、

政府部门和独立研究机构等。 

（2）数据多样性 

在大语言模型训练过程中所使用的数据要求应涵盖电力系统各个方面，包括发电、输电、

配电、设备状态、市场数据和电力负荷等，需要根据具体的业务场景及需求，保证数据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 

（3）数据质量 

大语言模型训练中应过滤低质量数据，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可分为两类方法：

基于分类器的方法和基于启发式的方法。 

6.2 数据格式 

大语言模型微调训练中应对多样化的原始数据集进行对齐，本文件主要从数据结构化和

数据标注两个方面进行要求。 

（1）数据结构化  

数据应以适当格式进行结构化，便于模型的理解和分析。电力系统中的数据来源复杂多

样，应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使用统一的格式标准对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使得

大语言模型微调过程中能够更好的训练，保证模型训练的效果。 

（2） 数据标注 

在电力系统大模型训练中应对数据中的重要信息进行标记和注释，帮助模型理解数据的

语境和含义。可采用的方法有众包、半监督、主动学习以及弱监督等，其中众包是人工标注，

半监督方法指利用部分标注数据训练一个分类器等辅助标注更多的数据，主动学习方法指先

从每次选出模型任务最难的样本中进行人工标注再接着训练，然后进行多次迭代，弱监督方

法是设计一种标签函数，通常基于启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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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数据预处理 

大语言模型的数据清洗应包括：去除噪声数据、去除重复数据、统一标号、缺失值处理、

语言检测和文本语言标准化等。数据清洗的具体步骤和技巧根据具体项目和业务需求导致数

据的要求而有所不同。电力系统的大模型微调训练中要求去除不需要的数据，修复数据集中

的缺失值或错误，处理异常数据和噪声，将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格式和单位，保证数据质量，

避免对模型的干扰，提高模型训练的效率。在清洗数据时，应进行反复测试和验证。 

6.4 数据转换 

数据转换应将电力系统的数据转换成统一的、适合模型使用的形式，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和可用性。应包括数据编码和数据归一化，数据编码是将数据进行编码，数据归一化是将数

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6.5 数据标签与注释 

电力系统的大语言模型微调中应为数据添加标签和注释，包括人工标注法和自动标注技

术。其中自动标注技术可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自动给数据添加标签，常用的有实体识别、事件

标注等。实体识别是标记电力系统中的关键实体，如设备、线路、电力站等，事件标注是标

记电力系统中的关键事件，如故障、维护、市场活动等。 

6.6 数据集划分 

对数据数据集进行划分要求如下： 

（1）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和测试集三个数据集； 

（2）使用交叉验证来评估模型的性能 

（3）通过分层抽样保证每个类别的数据在三个测试集中具有代表性，避免数据偏差。 

（4）训练数据和验证数据集由输入和输出实例组成，这些实例表示模型如何执行。使

用的训练和验证数据必须采用 JSON（ JSONL）文档格式，其中每一行代表一个

{prompt-completion}对。 

训练数据的格式实例： 

{"prompt": "<prompt text>", "completion": "<ideal generated text>"} 

{"prompt": "<prompt text>", "completion": "<ideal generated text>"} 

{"prompt": "<prompt text>", "completion": "<ideal generated text>"} 

除 JSONL 格式外，训练和验证数据文件必须以 UTF-8 编码并包含字节顺序标记 

(BOM)，并且文件大小必须小于 20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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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数据格式化 

数据格式化应根据所选择的模型，将数据格式化为适合电力系统大语言模型接受的标准

输入格式，包括文本编码、图像的张量化等。 

6.8 数据集质量评估 

在电力系统的大语言模型微调训练中应评估数据集的质量，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一致性

和完整性。应对数据集进行及时更新与维护，保证数据集中的数据具有良好的时效性，便于

不同版本的记录。 

6.9 数据增强 

在准备电力系统大语言模型微调数据中应通过增加数据样本和多样性来提高模型性能，

解决数据不平衡问题，增加小类别的样本，可采用的方法包括Mixup、AutoAugment以及利

用GAN生成新样本等等。 

6.10 数据更新与维护 

电力系统中大语言模型微调中应及时对数据进行更新和维护，确保数据的时效性和可靠

性。在数据准备过程中应确定数据更新频率，规定数据来源（包括实时监测、传感器、数据

库等），建立数据监控系统，确保及时处理数据异常变化情况，需要记录数据更新与维护的

所有操作，建立清晰的数据维护历史。 

6.11 数据隐私和安全 

（1）隐私保护 

电力数据可能包含大量的敏感信息，如用户的用电量、电费等，这些信息需要得到严格

的保护。因此对大语言微调数据准备过程中涉及到的隐私数据要求如下： 

a) 应对敏感信息存储和记录，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访问时要设定权限严格管控，以达

到防止对数据进行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等安全问题的产生。 

b) 应大语言模型设置数据安全标准等级规定，保障电力系统中大量的实时监测和控制

系统的稳定运转。 

（2）安全性 

结合电力数据的有关特性，对数据安全性方面作出如下要求： 

a) 应数据应存储和传输于安全的环境中，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b) 大语言模型构建过程中应告知使用时收集用户数据的范围，提供数据信息撤销、清

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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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针对电力系统中数据的特性，要求大语言模型规范数据安全等级。 

d) 在对大模型进行微调训练过程中，要求对数据进行全面的安全性评估，以确保大语

言模型在电力领域的应用满足相关法规和安全要求。 

 

7 大语言模型微调数据准备流程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在电力系统中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微调数据准备流程规范，在应用过程中应

该结合具体的业务要求及应用场景适时调整。具体的流程见图2： 

图 2 电力系统中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微调数据准备流程 

（1）数据收集 

电力系统大语言微调数据的具体要求收集电力系统的原始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发电、输

电、变电、配电、用电和调度等各环节的数据，以及能源数据、天气数据等多类型数据。 

（2）数据清洗与数据集构建 

大语言模型对训练数据的具体要求包括： 

a）对已收集的电力系统原始数据进行筛选、标注和整理； 

b）开展数据预处理，如去除无关、重复、错误、低质量的数据等，有效减少训练数据

中的噪声和偏差，提高大语言模型关于电力系统场景数据的学习能力和泛化能力； 

c）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构建微调指令集以及强化学习训练集，提高数据

的质量和一致性，完成高质量的电力系统数据集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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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转换 

对微调数据需要进行数据转换，应将清洗后的电力系统数据集转换为机器能够识别的、

适合输入到大语言模型训练加载的数据格式，如向量等，使数据与模型的结构和需求相匹配，

以提高模型训练的效率与性能。 

（4）模型训练 

在电力系统中应用大语言模型进行微调训练，应使用不同规模的训练数据来调整大语言

模型的参数，使其能够完成特定的任务。模型训练可分为预训练、指令微调和强化学习等三

个阶段。 

（5）场景验证 

应该对大语言模型在电力系统的实际应用场景中的表现进行测试和评估，应检验其是否

满足具体的业务场景及实际需求的预期目标和标准。场景验证包括功能测试、性能测试、安

全测试、可用性测试等方面。 

（6）构建电力系统大语言模型平台 

建立电力系统专用的电力系统大语言模型平台，应其随着电力系统数据及产品更新换代

提供更好的实时私有化平台，并随时进行平台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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