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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中国联通：
元景工业大模型

科大讯飞：
羚羊工业大模型

中国移动：
九天·工业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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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
智产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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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值得期待的10个工业大模型

工业大模型是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也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不同于以往人工智能技术在单一工业场景的应用，工业大模型正在逐渐融入
软件设计、生产控制、运营管理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生产环节，加速推动制造业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新阶段。当前，伴随技术、应用瓶颈不断被突破，工业大模型加
速落地。《中国电子报》对目前市面上的工业大模型产品进行了梳理，选出10个值得期待的工业大模型。

创新奇智：
奇智孔明AInnoGC工业大模型

思谋科技：
IndustryGPT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卡奥斯：
COSMO-GPT工业大模型

网易：
伏羲工业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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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互联：
智工·工业大模型

豫信电科：
“中原智造”工业视觉大模型

中国联通推出的元景工业大
模型面向工业领域，覆盖产品辅助
设计、质量检测、合规监管、设备预
测性维护等多个场景，能为工业企
业的全流程业务提供支持，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成本和风险。目前元
景工业大模型已有大量应用案例。
比如，与杭州某制衣厂联合开发元

景服装大模型，3秒钟就能生成设
计图，大幅提升了设计师的工作效
率；与某家电联合共创的元景家电
制造大模型，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
生产合规视频检测技术辅助人工
质检，显著降低了该家电洗碗机工
厂的装机不良率，品质提升50%。

入选理由：中国联通将人工智

能作为未来业务的新增长点进行
重点布局，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
元景大模型设计理念领先，不再一
味“卷”大模型参数量，而是参数量
和效果并重，强调模型通用能力
与工具专业能力相辅相成，有望
在细分领域获得突破，率先开启规
模化应用。

中国移动九天·工业大模型
通过深度整合千亿量级的行业数
据，能高效处理图像、视频分析、
知识问答等任务，显著提升工业
生产中的智能化水平；同时通过
采用模型压缩与优化等技术，减
少了超过30%的计算开销，这为中
小型企业的私有化成本降低提供

了可能。目前，基于该大模型，中
国移动已经推出了多款工业应
用，如 AI+工业安监、AI+工业质
检、AI+产业分析等，覆盖电力、石
化、冶金、采矿、制造和建筑等多个
重点工业领域。

入选理由：中国移动依托在能
源、钢铁、通信等领域积累的大量

行业知识，专门针对工业场景开发
出“1+1+N”工业大模型产品体系，
即 1 个工业大模型、1 套开发工具
链、N 个工业行业场景应用，在工
业AI布局方面具备先发优势。其
携手应用方的模型共建模式，能较
好满足企业个性化需求，加速研发
和应用落地。

卡奥斯COSMOPlat自主研发
的“轻量级”工业大模型COSMO-
GPT，拥有百亿以上参数，内置
4700 多个机理模型、200 多个专
家模型和超过 110 个智能体开发
工具，功能范围覆盖智能问答、文
本生成、图文识别、控制代码生成、
数据库查询、辅助决策、运筹规划

等，已成功落地工业指标优化、工
业信息生成、工业问答等多个应用
场景，推理准确率达到了 96%以
上，意图识别准确率达到 85%以
上。继 COSMO-GPT 正式上线
后，卡奥斯还进一步推出了智能柔
性装配、生产工艺优化、工业企业
智能中台等三大应用，助推工业智

能化发展。
入选理由：卡奥斯 COSMO-

Plat 拥有近 40 年的海尔智能制造
经验，积累了大量的工业知识与行
业能力，这使得其在工业大模型的
研发和应用上具有独特的优势，能
够更好地理解工业需求，提供更精
准的解决方案。

科大讯飞推出的羚羊工业大
模型是以国内首个万卡规模国产
算力平台“飞星一号”训练的
大模型——讯飞星火大模型的
通用能力作为核心技术底座，
结 合 工 业 场 景 实 际 需 求 打 造
的、专门面向工业领域的大模
型，目前已开发出羚羊数字工
匠、羚羊 MOM Agent、羚羊工

业视觉平台等系列行业应用，赋
能“研产供销服管”全流程。最
新升级的羚羊工业大模型 2.0 包
括工业语言大模型、工业视觉大
模型和工业时序大模型三项子模
型，在工业内容生产、工业知识
问答、工业理解计算、工业任务
规划、工业多模态五大核心能力
上全面升级。

入选理由：羚羊工业大模型
从发布起就定位于工业领域，是
国内最早出现的工业大模型之
一。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
长 期 布 局 ， 技 术 能 力 相 对 领
先。羚羊工业大模型的核心技
术底座——讯飞星火大模型已迭
代至 3.0 版本，目标是全面对标
ChatGPT。

浪潮智产大模型聚焦装备、电
子、食品、纺织、石化、采矿、钢铁、
铝业等八大行业，为工业生产制造
企业提供可私有化部署的行业大
模型及智能应用。其以MaaS（模型
即服务）支撑垂直行业大模型，面

向产品研发、工艺优化、设备运维
等业务场景的智能体应用开发，打
造智能生产数据分析平台。同时，
以大模型+小模型融合应用的方
式，输出生成式及确定式能力，助
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入选理由：浪潮建立了“4241”
生产智能化产品体系，拥有自研的
工业安全芯片、工业安全操作系统
和工业数据库，且在智能制造领域
积累了大量行业经验，为智产大模
型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网易伏羲基于自研工业大模
型，将游戏中积累的 AI 技术运用
到实体产业，相继推出国内首台无
人装载机器人和挖掘机器人，参与
到矿山、铁路等一线工业场景的建
设。网易伏羲无人装载机器人已
应用于沪通铁路智能混凝土搅拌

站，让建筑工人告别危险的作业环
境，实现高安全、高质量工作。网易
伏羲挖掘机器人参与西南重点基
建铁路项目，并在露天矿山场景实
现一个工人可以同时操作多台挖
掘机器人的自动化任务，目前正持
续探索其他建筑场景落地可能性。

入选理由：网易长期布局游戏
科技，高精度实时渲染、图形处理、
物理模拟、虚实交互等相关技术在
工业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具有显著
优势。作为前沿技术孵化器与试
验场，游戏场景为伏羲工业大模型
提供了技术创新路径与试错空间。

青岛创新奇智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奇智”）发布
的“奇智孔明AInnoGC”工业大模型
产品矩阵，包括超过150亿参数量的
工业大模型（AInno-15B）、大模型服
务引擎以及三款基于大模型的生成
式AI应用产品生成式工业机器人任
务编排应用ChatRobot、生成式企业

私域数据分析应用ChatBI、生成式企
业私域知识问答应用ChatDoc。目
前，奇智孔明工业大模型2.0版本模
型已在参数量级上实现了新突破，达
到750亿以上，不仅巩固了其在工业
知识问答、数据分析、代码生成、任务
编排等方面的能力，更进一步增强了
海量知识管理、复杂逻辑推理、长流

程任务编排、Agent智能体以及更多
工业模态的生成能力。

入选理由：创新奇智长期专注
于“AI+制造”领域，累计申报专利
1300余件，荣获国家知识产权优势
企业认定。其工业大模型具有行业
化、轻量化、多模态的特点，系列产
品已在多个工业场景落地。

中工互联（北京）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工互联”）打
造的智工·工业大模型4.0，主要包
括智工·知语、AI-SCADA（智工·
智控）和智工·智脑三大核心产品，
通过深度学习技术与行业知识的
结合，突破了传统工业智能化的瓶

颈。智工·工业大模型 4.0 配备普
适化知识引擎，实现全模态数据建
模，在时序数据训练上取得突破，
展现了广泛的适用性，能为各种工
业场景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入选理由：中工互联掌握了从
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应用部署的

全链条自主大模型训练技术，在工
业领域深耕16年，在SCADA控制
系统、MES制造执行系统等领域积
累了大量的实操经验，在工业人工
智能领域具有先发优势。产品采
用轻量级设计，即开即用，极大地
方便了用户的部署与使用。

深圳思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思谋科技”）发布的工业多模
态大模型 IndustryGPT 训练数据
涵盖 超 过 200 个 不 同 的 工 业 场
景、300 万张工业图像和 500 亿
Tokens 体量，能够通过深度学习
和大数据分析，理解和处理工业
领域的复杂问题。目前该模型已

迭代至 2.0 版本，新推出的多模态
智能体与智能工业云平台 SMore
ViMo 协同，能够自主完成模型选
择和训练；多模态对话功能令影
像描述和生成等互动过程无缝衔
接，沟通更直接、回应更高效；In-
dustryGPT 2.0还能控制机械臂执
行复杂任务，把自动化、智能化生

产推向新的高度。
入选理由：思谋科技推出了

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开发与应用
底座SMore LrMo，其智能工业平
台和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消费
电子、汽车、新能源电池、精密
工业等多个行业领域，具备良好
的客户基础。

豫信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豫信电科”）“中原智造”工
业视觉大模型基于开源模型YO-
LOv8 开发，可实现对生产制造工
艺缺陷的位置、像素、类型、量化确
认，能够覆盖 3C、锂电、光伏、汽
车、半导体等多产品多场景的外观

质检。相较于传统的 90%左右的
单板直通率，该模型在经过大量标注
数据的训练测试后，可将单板直通率
提升到97.08%，显著提升了质检效率
和准确度。目前，“中原智造”大模
型已完成测试版开发，并在豫信电
科旗下智能制造板块产线的 PCB

质检环节进行功能测试。
入选理由：豫信电科在半导体

与集成电路、电子信息制造等领域
已有广泛布局。相较于其他细分
赛道，工业视觉大模型的核心技术
相对成熟，行业适用性较高，比较
容易实现商业化规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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