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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数智化转型时代背景下，工程审计正面临“数据爆炸、场景复杂、标准多

元”的严峻挑战。传统工程审计模式依赖人工抽样与经验判断，难以应对海量工

程数据与非结构化社会数据的融合分析，导致审计盲区与治理效能偏弱，工程审

计智能化转型迫在眉睫。 

DeepSeek 大模型作为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凭借多模态理解、

动态推理与领域自适应能力，能够为工程审计的效率提升提供支持。本指南（V1.0）

旨在系统化阐明 DeepSeek 大模型在工程审计中的核心价值与应用路径，推动工

程审计行业的智能化转型。 

作为 DeepSeek 大模型在工程审计领域的行业级参考指南与公益知识库，本

指南（V1.0）在编纂过程中系统整合了互联网公开的行业案例库、学术文献及开

源技术成果。编写团队始终秉承开放共享与协作创新的理念，在此向以下贡献者

致以专业致谢： 

审计行业专家提供的领域知识框架； 

开源社区共享的 AI 工程化实践经验； 

学术机构发布的跨学科研究成果。 

我们期待与行业同仁持续共建 DeepSeek 大模型在工程审计领域的知识生态

体系，推动工程审计智能化技术的普惠化发展。 

本指南（V1.0）开放接受学术共同体与行业实践者的应用反馈，诚邀各界同

仁参与共建，相关建议请致函编写团队老师（邮箱为：yqmei@nau.edu.cn）。编写

团队将基于应用反馈以及行业发展最新成果进行迭代修订，并适时发布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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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DeepSeek 赋能工程审计 

DeepSeek 凭借其强大的推理能力以及对中文的深度理解与优化，成为 AI 领

域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模型。尤其是其高效能与低成本的特点，极大地

降低了本地化部署和应用的门槛，这就为提升工程审计效率，创新工程审计方式

创造了条件。DeepSeek 强大的学习和推理功能，可以为工程审计的多个领域带

来显著的效率提升。DeepSeek 赋能工程审计行业的典型应用如图 1-1 DeepSeek

赋能工程审计所示。 

 

图 1-1 DeepSeek 赋能工程审计 

1、法律法规的自动解读 

在工程审计中法律法规的复杂性常常使审计工作变得异常复杂。应用

DeepSeek，可以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自动解读，总结和提取关键信息，帮助审计

人员快速理解和应用相关规定。这不仅可以提高审计的效率，还可以减少因人为

理解偏差而导致的失误。 

2、工程项目智慧造价 

工程造价因影响因素众多、指标类型复杂，使得编制工程造价文件复杂且繁

琐，导致从业人员工作强度高、效率低。事实上，不同的工程项目，造价数据具

有一定的规律性。应用 DeepSeek，可以对历史项目的造价数据进行学习，从而自

动得到新项目的造价数据，极大的提高工程项目造价文件的编制效率和降低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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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工作强度。 

3、招投标文件自动生成 

招投标过程是工程项目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招投标文件编写往往耗时耗力，

而且易出差错。应用 DeepSeek 可以根据项目需求和法律法规自动生成招投标文

件，确保文件的规范性和完整性。这一过程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降低

了人为失误带来的风险。 

4、工程项目成本测算 

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准确的成本测算至关重要。DeepSeek 可以在智慧

造价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各项成本进行监控和测算，及时发现成本偏差并进行调

整。这种监测的能力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各种变化，确保项目的

顺利进行。 

5、工程项目决算审计 

工程项目的决算审计是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合规的重要环节。DeepSeek 技术

可以在智慧造价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对项目的决算数据进行全面

审查，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这种自动化的审计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审计的效

率，还可以增强审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以上仅是 DeepSeek 在工程审计应用中的部分场景。本指南（V1.0）将以此

为切入点，剖析 DeepSeek 的基本特点，介绍其安装和使用方法，并展示其应用

方法及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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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DeepSeek 概述 

DeepSeek 中文名“深度求索”，是一家专注实现通用人工智能（以大模型为

代表）的科技公司。它由量化资管巨头“幻方量化”创立于 2023 年 7 月。 

DeepSeek 大模型是指由 DeepSeek 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目前，该大

模型在网页端和移动端均已上线。目前 DeepSeek 已经发布 13 个大模型，并且都

已开源。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共享使用 DeepSeek 的技术开发自己的模型、应用与

产品。 

 

图 2-1 DeepSeek 系列模型 

最近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的模型，主要是自研通用大模型 DeepSeek-V3 和

推理模型 DeepSeek-R1。 

DeepSeek-V3 是一款先进的通用大语言模型，具备多模态理解能力，旨在为

广泛的应用场景提供智能化支持。 

DeepSeek-R1 是一个推理大语言模型，旨在提供高效的自然语言理解、任务

规划与交互能力，擅长处理复杂、需要多步思考的问题，适合做深度推理、解决

代码问题或复杂数学问题等。 

2.1 基本原理 

DeepSeek 大语言模型经过大量文本数据的学习，能够理解人类的语言，并

根据问题或指令生成相应的回答。 

DeepSeek 采用了一些独特的架构设计，其中比较关键的是混合专家（MoE）

架构。混合专家模型（MoE）的核心思想是通过选择性激活子模型（专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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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提高模型的计算效率和表达能力。 

简单来说，MoE 架构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专家团队，这个团队里有很多不同

领域的“专家”（每个专家都是一个小的神经网络）。当人们提出一个问题时，会

有一个“路由”机制来决定把这个问题交给哪个或哪些专家来处理。 

例如数学问题会被提交给擅长数学的专家。优点是对于不同类型的问题，让

最合适的专家来处理，提高了处理效率，也降低了计算成本。 

MoE 架构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两个核心组件：GateNet 和 Experts。GateNet

的作用在于判定输入样本应该由哪个专家模型接管处理。而 Experts 则构成了一

组相对独立的专家模型，每个专家负责处理特定的输入子空间。 

专家1 2 3 4 2N-1
专家
2N

GateNet

输入

输入

 

图 2-2 MoE 架构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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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MoE 模型解码器的逻辑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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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本功能 

DeepSeek 的功能主要包括智能问答、内容生成、数据分析与可视化、代码辅

助、多语言支持等。 

2.2.1 智能问答 

智能问答是 DeepSeek 最基础的功能之一，它能快速解答各类问题，包括科

学知识、历史文化、生活常识和技术问题等，都能给出准确且详细的回答。其中，

推理问答则是 DeepSeek-R1 模型的主要特点，在数学证明任务方面直接提问，无

需分部引导；在创意写作方面，鼓励发散性提问；在逻辑分析方面，尽量直接抛

出复杂问题等。DeepSeek 鼓励尽量利用简洁指令，聚焦目标，信任其内化能力。

启发式提示可能干扰其逻辑主线。 

例如对于分析电车难题，直接抛出复杂问题。如：分析“电车难题”中的功

利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冲突。得到结果如图 2-4 智能问答的部分结果。 

 

图 2-4 智能问答的部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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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文本生成 

文本生成的方向较多，包括新闻报道、学术论文、商业文案等。例如，让它

写一篇关于“Deepseek 技术与工程审计为主题”的大纲，它会迅速组织思路，从

多个角度阐述 DeepSeek 技术在工程审计领域的应用、带来的变革以及面临的挑

战，生成逻辑清晰、内容丰富的文章大纲。用户只需根据自己的需求对生成的大

纲进行适当调整和修改，就能大大提高写作效率。 

职场中的工作报告、市场调研报告等，撰写过程往往繁琐。DeepSeek 可依据

提供的数据和要求，生成专业报告。结合其他模型工具，输入某产品销售数据、

市场调研结果及分析要求，它能生成含数据图表分析、市场趋势预测、建议措施

的完整报告，助力工作开展。 

日常工作生活的邮件往来，DeepSeek 能依据不同场景和语气要求，快速生

成合适邮件文本，如商务合作、请假申请、节日祝福邮件等。用户补充收件人、

主题等信息即可轻松发送。 

以 Deepseek 提供的文案大纲提示词，生成 Deepseek 技术与工程审计为主题

的文章大纲。全部提示词如下： 

 

图 2-5 DeepSeek 官网生成文本大纲的提示词 

生成结果因篇幅较长，截取部分内容如图 2-6 文本生成的部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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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文本生成的部分结果 

2.2.3 数据分析 

在工程审计领域，数据分析是发现问题和提供建议的关键环节。高效的数据

处理工具能够帮助审计人员更精准地完成工作。 

工程审计数据处理方面，DeepSeek 能够处理各类工程项目数据，包括预算

表格、结算报表、工程进度文件等。它可以进行数据清洗，识别并剔除异常工程

量数据、纠正错误的计价信息；也可以进行统计分析，计算项目成本偏差率、资

金使用效率、工期延误情况等关键指标；还能对工程合同、变更、索赔数据进行

分类和排序，帮助审计人员快速识别高风险区域和异常交易。DeepSeek 与可视

化工具结合使用，能够生成工程造价趋势图、预算执行情况对比图等直观展示。 

例如，审计人员可以利用某工程建设单位的每日资金流动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发现资金使用异常、工程款支付与实际进度不匹配等问题，及时防范工程审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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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如图 2-7 工程项目结算金额超合同金额比例分析提示词所示的数据分析能

力。 

 

图 2-7 工程项目结算金额超合同金额比例分析提示词 

DeepSeek 生成代码（部分）： 

 

图 2-8 DeepSeek 生成代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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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运行代码生成分析结果（部分）  



 

10 

 

第3章 DeepSeek 使用方法 

3.1 在线使用 

3.1.1 官网注册 

DeepSeek 官方网站地址为 https://www.deepseek.com 或 https://ai.com。  

 

图 3-1 DeepSeek 主页 

打开上述官网链接，在首页中找到 “开始对话” 按钮，点击进入注册页面。 

 

图 3-2 注册页面 

选择验证码登录或密码登录，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 “登录” 按钮。此时，

https://www.deepseek.com/
https://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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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注册的手机号会收到一封包含验证码的信息，将验证码填入注册页面相应位置，

完成验证后即注册成功。 

在正式上手使用前，先对界面进行基本认识。界面左侧为历史对话区域，

右侧是主体部分。输入框集成了深度思考、联网搜索以及上传附件这三大实用

功能。接下来，将逐一展示这些功能的具体使用方法，方便快速熟悉和掌握。 

 

图 3-3 基础界面 

3.1.2 使用方法 

（1）基本问答 

在输入框内键入想要咨询的问题或提示词，而后点击“发送”按钮，等待

回复。 

 

图 3-4 基本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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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传文件 

登录已注册的账号后，进入 DeepSeek 的问答界面，找到文件上传相关区域，

点击“上传附件”按钮。在上传附件时，确保数据隐私不被泄露。 

点击 “上传附件” 按钮，从本地文件系统选择要上传的文件。DeepSeek 支

持的文件格式依功能和设置而定，常见的有 txt、pdf、docx 等文本类文件。工程

审计场景中，可上传工程预算书、结算报告、合同文件等。 

 

图 3-5 上传附件界面 

上传前，务必评估文件有无敏感隐私数据。若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如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姓名、联系方式等）或商业机密信息（如未公开商业计划、财务

报表、客户数据等），需谨慎上传，以防数据泄露，比如工程审计文件中的施工

方成本核算明细等。 

若因特定任务必须上传含隐私数据的文件，建议先脱敏处理，如用 * 等符

号替换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关键信息，或加密后上传。同时，关注 DeepSeek 平

台的数据隐私保护政策，了解平台对上传数据的存储、使用及保护措施。 

在线使用 DeepSeek 时文件上传存在一定大小限制，如图 3-6 文件问答所示，

主要是因为服务器存储和计算资源有限，大文件会占满空间、耗尽计算力影响服

务；网络带宽有限，大文件上传耗时长、易拥堵且传输中易丢包出错；模型处理

有上下文长度和 token 数量限制，文件过大超出限制会影响处理效果与效率；同

时限制大小还可防恶意攻击、保障系统安全稳定以及确保数据完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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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文件问答 

（3）深度思考 

若输入的问题或提示词涉及逻辑思考、推理需求，在点击“发送”按钮

前，选择“深度思考”功能，将更易获取准确答案。同时，还能查看完整思考

过程，方便检查思路。 

 

图 3-7 DeepSeek-R1 推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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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网搜索 

当你需要获取实时资讯、最新动态，如当下热点新闻、最新股价、赛事比分，

或查询特定网页内容时，可使用联网搜索功能，勾选该功能能获更实时准确的回

答。 

 

图 3-8 联网搜索 

3.2 本地部署 

3.2.1 安装 Ollama 

Ollama 是开源的大语言模型服务工具，能将模型权重、配置和数据捆绑，

优化模型运行，支持 GPU 与热加载，在 Mac 和 Linux 上通过 docker 可快速

部署，可让用户便捷地在本地运行开源大型语言模型，如 deepseek 系列模型、

通义千问系列模型等，实现本地推理，且跨平台兼容主流操作系统，提供命令行

与 API ，方便开发者集成。 

确认系统兼容性：Ollama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包括  Linux、macOS 和 

Windows。在安装前，请确保你的操作系统满足最低要求，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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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DeepSeek R1 系列模型硬件配置需求 

模型名称 CPU 要求 内存要求 硬盘要求 显卡要求 

DeepSeek - 

R1 - 1.5B 

最低 4 核，建议采

用 Intel 或 AMD 多

核处理器 

8GB 及以

上 

3GB 以

上 

纯 CPU 推理时无需显卡；

若需 GPU 加速，可选 

4GB 及以上显存的显卡，

如 GTX 1650 

DeepSeek - 

R1 - 7B 

8 核及以上，推荐使

用现代多核 CPU 

16GB 及

以上 

8GB 以

上 

建议配备 8GB 及以上显存

的显卡，例如 RTX 3070 

或 4060 

DeepSeek - 

R1 - 8B 

硬件要求与 

DeepSeek - R1 - 7B 

相近，但各项性能要

求略高 10 - 20% 

略高于 

16GB 

略高于 

8GB 

显存要求略高于 8GB，性

能上要求比 DeepSeek - R1 

- 7B 对应的显卡略高 

DeepSeek - 

R1 - 14B 
12 核及以上 

32GB 及

以上 

15GB 以

上 

需 16GB 及以上显存的显

卡，如 RTX 4090 或 

A5000 

DeepSeek - 

R1 - 32B 

16 核及以上，例如 

AMD Ryzen 9 或 

Intel i9 处理器 

64GB 及

以上 

30GB 以

上 

需 24GB 及以上显存的显

卡，如 A100 40GB 或双卡 

RTX 3090 

DeepSeek - 

R1 - 70B 

32 核及以上的服务

器级 CPU 

128GB 及

以上 

70GB 以

上 

需要多卡并行，如 2 张 

A100 80GB 显卡或 4 张 

RTX 4090 显卡 

DeepSeek - 

R1 - 671B 

64 核及以上的服务

器集群 

512GB 及

以上 

300GB 

以上 

需进行多节点分布式训练，

如使用 8 张 A100 或 

H100 显卡 

Ollama 官方网站地址：（https://www.ollama.com 请以实际官网地址为准，若

有变更请留意官方通知） 

 

图 3-9 Ollama 主页 

https://www.olla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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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Download”，跳转至下载页面。请依据自身系统类型，选择对应的下

载方式。以下以 Windows 系统为例进行演示说明。 

 

图 3-10 下载页面 

下载完成后，双击程序进行安装，选择默认位置即可。 

 

图 3-11 点击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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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安装是否成功：在命令提示符（Windows），输入 ollama 命令，回车，

出现如下信息则安装成功。 

  

图 3-12 测试安装 

3.2.2 下载 deepseek-r1:8b 模型 

DeepSeek-R1-8B 是 DeepSeek 公司 DeepSeek-R1 系列大语言模型之一，参数

量 80 亿。它采用混合专家（MoE）架构，经多阶段混合训练策略打造。在性能

上，能在数学、代码、推理任务中实现较好表现，可处理代码生成、逻辑推理等

轻量级高精度任务。硬件要求不算严苛，对普通办公电脑相对友好，还遵循 MIT

开源协议，使用灵活。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ollama pull deepseek-r1:8b 命令，ollama 会自动从模型

仓库下载 deepseek-r1:8b 模型。下载过程中，会显示下载进度和相关信息，下载

时间取决于你的网络速度和模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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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安装 DeepSeek-R1:8b 模型 

 

图 3-14 模型对话测试 

3.2.3 安装 AnythingLLM 

AnythingLLM 是一款全栈应用程序，能将各类文档、资源转化为大语言模型

（LLM）可利用的背景信息，支持多用户管理、多模态以及多种文档格式。用户

可在 AnythingLLM 中配置使用 DeepSeek 模型，在实际应用中，AnythingLLM 则

将这些知识与 DeepSeek 大语言模型能力结合，实现如智能问答、构建知识图谱

等功能，为企业、科研等场景提供高效知识利用与智能服务。 

在浏览器中访问  AnythingLLM 官网 https://anythingllm.com/ ，点击 

“Download Windows (x64)”下载软件安装包。 

 

图 3-15 AnythingLLM 下载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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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过程中，选择 “为使用这台电脑的任何人安装” 选项，方便本机多账

户使用软件。 

 

图 3-16 安装 AnythingLLM 

 

图 3-17 等待安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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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AnythingLLM 安装完成 

3.3 DeepSeek 工程审计知识扩展 

原生的 DeepSeek 并不一定包含工程审计领域的知识，幸运的是 DeepSeek 支

持第三方知识的扩展，以工程造价知识为例。 

启动安装好的 AnythingLLM：在桌面上双击 AnythingLLM 图标，首次打

开软件时，系统会提示选择语言，选择 “Chinese”。 

 

图 3-19 语言修改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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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知识库：点击 “新建知识库” 按钮，为新建的知识库输入具有辨识度的

名称，如 “工程项目造价知识库”。 

 

图 3-20 新建工作区 

上传资料：点击形似云朵的 “上传文件” 按钮，支持上传的文件格式有 CSV、

Word、TXT 等。可以一次性选中多个文件进行拖拽上传，系统会自动整理。比

如，将以往工程项目的造价文件、造价相关政策法规文件、成本分析报告等上传

至当前知识库。 

 

图 3-21 上传工程造价相关文件 

将知识库所需的暂存区文件，添加到当前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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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将文件添加到当前知识库 

本地知识库问答：在“工程项目造价知识库”的分支中点击“upload a 

document”，选择要使用的单个或多个文件后保存，将文件嵌入到向量数据库中，

如图 3-23 嵌入向量数据库。 

 

图 3-23 嵌入向量数据库 

配置模型连接：在 AnythingLLM 界面左下角点击 “扳手” 图标，进入设置

页面。在 “LLM 首选项” 中，选择 Ollama 作为对话模型（因为部署的是 Ollama 

本 地 实 例 ）， 并 配 置  DeepSeek 的  IP 地 址 （ 一 般 本 地 运 行 时 为

http://127.0.0.1:11434 ，注意必须加上 http://，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 

http://127.0.0.1:11434/
http://127.0.0.1:1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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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配置模型连接 

将文档相似性阈值调整为“高（相似度分数≥ 0.75）”，如图 3-25 调整文档

相似度阈值。 

 

图 3-25 调整文档相似度阈值 

经过上述配置，DeepSeek 理论上就具备了工程造价所需要的相关知识。如

果还想加载工程审计所需要的其他知识，也可以采取该方法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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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面向工程审计行业的 DeepSeek 提示词工程 

在数字智能交互的复杂生态系统中，有效沟通已经成为连接人类认知与人

工智能计算能力的关键中介。提示词工程作为一种新兴的交互范式，本质上是

一种高度精准的语言转换技术，它通过系统性的语言策略，将抽象的专业需求

转化为可操作的智能响应。 

DeepSeek 系列的大语言模型尽管功能强大，但其输出质量高度依赖于输入

的精确性和结构性。正如专家咨询中的关键洞察，提问的艺术决定了知识获取

的深度和广度。在人工智能治理的新兴领域，如何构建有效的对话策略已经成

为一项关键的认知技能，提示词工程应运而生，成为连接人类专业智慧与机器

计算能力的核心基础设施。 

下面将通过九大思维框架的系统解析（参考①），结合工程审计领域的具体

应用场景和提示词模板，深入阐释提示词工程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路径。 

4.1 APE 模型：精准定位工程审计任务 

APE 模型作为一种通用的思维框架，通过“行动（Action）-目的（Purpose）

-期望（Expectation）”三个维度构建结构化的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审计领域因其

复杂性、专业性和风险管控需求，特别适合应用此类结构化思维模型，将抽象的

审计任务转化为可操作的 AI 交互策略。 

应用场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财务审计 

1. 行动（Action）：审核 2023-2024 年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财务报告 

2. 目的（Purpose）：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透明度，识别潜在财务风险 

3. 期望（Expectation）：生成详细审计报告，包括资金使用分析、风险评估和改进建议 

提示词模板 

作为工程审计专家，请你： 

1. 行动：详细审核[项目名称]的全部财务文件 

2. 目的：评估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效率 

3. 期望：提供一份包含以下内容的综合报告： 

   - 资金使用轨迹分析 

   - 预算执行情况 

   - 潜在财务风险识别 

   - 具体改进建议 

                                                 
① https://mp.weixin.qq.com/s/wQWtYo2prUWt-VSjl8BV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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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审计领域的应用中，APE 模型的各维度具有特定价值：行动维度使审

计专业人员能够精确定界审计范围与深度，解决工程审计中常见的边界模糊问题；

目的维度将技术性审计工作与组织战略目标关联，提升审计活动的价值定位；期

望维度则为人工智能输出提供明确标准，有效缩小技术输出与专业需求之间的认

知差距。 

4.2 CARE 模型：构建全面审计上下文 

CARE 模型作为一种整合背景、行动、结果和示例的思维结构，在需要全面

情境理解的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价值。工程审计因其复杂的项目背景、多元的利益

相关者以及高度的专业性，对于情境理解有着特殊需求，这使 CARE 模型在此领

域具有独特适用性。 

应用场景：工程项目成本异常调查 

1. 背景（Context）：某基础设施项目成本突然增加 20%，需要全面调查 

2. 行动（Action）：分析项目成本异常的根本原因 

3. 结果（Result）：提供详细的成本异常报告和改进建议 

4. 示例（Example）：如发现材料采购环节存在不合理加价，需要详细说明 

提示词模板 

背景：[项目名称]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成本超支 

行动：全面分析项目成本异常的具体原因 

请详细调查并报告： 

    1. 成本异常的具体环节 

    2. 异常原因的详细分析 

    3. 定量评估成本超支的财务影响 

    4. 具体的成本控制建议 

示例：请特别关注材料采购、人工成本等关键环节 

CARE 模型在工程审计领域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对背景的强调和对示例的整

合：背景维度使审计人员能够充分理解工程项目的特定环境和条件约束；示例维

度则通过类比学习机制，使抽象的审计发现转化为可操作的改进方案，增强审计

成果的实践价值。 

4.3 TRACE 模型：系统性项目审计方法 

TRACE 模型通过“任务（Task）-请求（Request）-行动（Action）-背景（Context）

-示例（Example）”五个维度，构建了一种细粒度的任务分解系统。工程审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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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大型复杂项目通常需要系统化的任务拆解和精确的行动规划，这使

TRACE 模型在此领域具有显著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大型水利工程进度与成本审计 

1. 任务（Task）：评估水利工程项目的进度偏差与成本超支情况 

2. 请求（Request）：分析项目关键里程碑的完成情况及相关成本控制措施 

3. 行动（Action）：审核项目计划文档、进度报告和财务记录 

4. 背景（Context）：该项目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进度和成本控制对国家水资源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5. 示例（Example）：参考类似规模水利工程的进度与成本管理经验 

提示词模板 

作为水利工程审计专家，请依据以下框架进行专业分析： 

1. 任务：评估[水利工程名称]的进度执行与成本控制状况 

2. 请求：请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 关键里程碑完成情况分析 

   - 进度延误原因识别 

   - 成本超支项目分析 

3. 行动：请系统审核： 

   - 项目计划与实际进度对比 

   - 预算与实际支出差异 

   - 变更管理文档 

4. 背景：该项目作为[地区]重点水利工程，其进度和成本控制影响[具体影响] 

5. 示例：请参考[类似水利工程]的优秀管理实践，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 

TRACE 模型在工程审计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任务的多维分解：通过将复

杂审计任务拆分为明确的请求和具体行动，并结合背景理解和示例参考，TRACE

模型能够有效应对工程审计中的复杂性挑战，提高审计效率和准确性。 

4.4 TAG 模型：目标导向的审计方法 

TAG 模型作为一种简化的思维框架，通过“任务（Task）-行动（Action）-

目标（Goal）”三个核心维度构建了高效的信息处理结构。工程审计领域常面临

需要快速响应的紧急情境，如变更审计、突发问题调查等，这使 TAG 模型在此

类场景中具有特殊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工程变更审计评估 

1. 任务（Task）：评估工程变更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2. 行动（Action）：审核变更申请文件、技术论证报告和成本影响分析 

3. 目标（Goal）：确保变更决策的科学性，防止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和进度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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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词模板 

作为工程变更审计专家，请按照以下框架进行分析： 

1. 任务：评估[项目名称]中[具体变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 行动：请对以下资料进行详细审核： 

   - 变更申请文件及理由 

   - 技术可行性论证 

   - 变更影响评估（包括成本、工期和质量影响） 

3. 目标：形成专业判断，回答以下问题： 

   - 该变更是否具有充分必要性？ 

   - 变更方案是否最优？ 

   - 变更成本是否合理？ 

   - 对项目整体目标的影响评估 

TAG模型之所以能够应用于工程审计中的优势在于其简洁性和目标导向性：

简化的三维结构使审计人员能够快速聚焦核心问题，避免信息过载；明确的目标

设定则确保审计活动始终围绕关键评价标准展开，提高审计效率和针对性。 

4.5 SAGE 模型：战略性风险评估 

SAGE 模型通过“情况（Situation）-行动（Action）-目标（Goal）-预期

（Expectation）”四个维度，构建了一种整合情境感知与目标导向的分析框架。工

程审计领域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强大的情境理解能力和明确

的预期管理，这使 SAGE 模型在此领域具有广泛适用性。 

应用场景：重大工程项目风险预警 

1. 情况（Situation）：某化工厂扩建项目存在潜在安全隐患，需要全面安全审计 

2. 行动（Action）：审核安全设计方案、施工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3. 目标（Goal）：识别安全风险点，防范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4. 预期（Expectation）：提供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与改进方案 

提示词模板 

作为工程安全审计专家，请依据以下框架进行分析： 

1. 情况：[工程项目]存在的安全风险背景与相关法规要求 

2. 行动：请全面审查： 

   - 安全设计文档 

   - 施工安全管理制度 

   - 安全防护措施实施情况 

   - 应急预案与演练记录 

3. 目标：识别所有潜在安全风险点，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4. 预期：提供专业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包含： 

   - 风险等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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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大安全隐患清单 

   - 系统性安全改进建议 

   - 安全管理优化方案 

SAGE 模型在工程安全审计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情境的深入理解和对预

期的明确定义：情况维度使审计人员能够全面把握工程安全环境及其复杂因素；

预期维度则明确定义了审计成果的形式和内容标准，确保审计活动产出符合安全

管理需求。 

4.6 ROSES 模型：角色定位精准审计 

ROSES 模型通过“角色（Role）-目标（Objective）-情境（Scenario）-解决

方案（Solution）-步骤（Steps）”五个维度，构建了一种基于角色的多视角分析框

架。工程审计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复杂责任关系，需要从不同角色视角进行综

合分析，这使 ROSES 模型在此领域具有特殊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某公共建筑合同履行审计 

1. 角色（Role）：合同履行监督审计师 

2. 目标（Objective）：评估建设方与承包商的合同履行情况 

3. 情境（Scenario）：某地标性公共建筑项目出现质量争议和进度延误 

4. 解决方案（Solution）：全面审核合同执行过程，识别问题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 

5. 步骤（Steps）：合同条款分析、执行记录审查、责任判定、纠纷解决建议 

提示词模板 

作为合同审计专家，请按照以下框架进行分析： 

1. 角色：请以专业合同审计师的视角 

2. 目标：评估[建设项目]各方合同履行情况，识别违约风险点 

3. 情境：该项目存在的[合同争议]背景及影响 

4. 解决方案：提供合同争议解决方案，包括： 

   - 合同条款解释 

   - 履约评估 

   - 责任界定 

   - 争议解决建议 

5. 步骤：请按以下步骤进行分析： 

   - 合同关键条款梳理 

   - 履约情况评估 

   - 违约责任认定 

   - 争议解决路径设计 

   - 未来风险防范建议 

ROSES 模型在工程合同审计中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对角色视角的强调和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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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化解决方案的构建：角色维度使审计人员能够从特定专业视角进行分析，增强

分析的专业性；步骤维度则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实施路径，增强审计成果的

可操作性。 

4.7 RTF 模型：精准输出格式控制 

RTF 模型通过“角色（Role）-任务（Task）-格式（Format）”三个维度，构

建了一种注重输出格式的交互框架。工程审计通常需要生成符合特定标准的规范

化报告，这使 RTF 模型在满足审计报告标准化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道路桥梁安全定期检测审计 

1. 角色（Role）：桥梁工程安全检测审计专家 

2. 任务（Task）：评估桥梁结构状况、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 

3. 格式（Format）：符合交通部《公路桥梁定期检查技术标准》的标准化报告 

提示词模板 

作为桥梁工程安全检测审计专家： 

 

1. 角色：请以桥梁结构安全评估师的专业身份 

2. 任务：全面评估[桥梁名称]的： 

   - 结构完整性与损伤状况 

   - 关键构件安全性能 

   - 材料老化与耐久性 

   - 承载能力与使用安全评级 

3. 格式：请按照公路桥梁检测标准格式提供安全检测报告： 

   - 摘要（300 字以内，包含安全等级评定结论） 

   - 桥梁基本信息（结构类型、建设年代、设计荷载标准） 

   - 检测方法与技术参数 

   - 结构状况评估（分部位详细描述，包含裂缝、变形、腐蚀等指标数据） 

   - 安全性能评价（按构件分级评估） 

   - 使用寿命预测与安全风险分析 

   - 养护加固建议（含优先级和技术路线） 

   - 附件：检测数据表格与构件损伤照片 

RTF 模型在桥梁安全检测审计中的应用优势显著：角色维度确保从专业桥梁

工程视角进行分析，保证技术判断的权威性；任务维度明确了检测评估的关键内

容，确保不遗漏重要安全指标；格式维度则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规范了报告结构和

内容要素，使报告成果能无缝对接决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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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SPAR 模型：问题导向的审计方法 

SPAR 模型通过“情境（Scenario）-问题（Problem）-行动（Action）-结果

（Result）”四个维度，构建了一种问题导向的分析框架。工程审计中的专项调查

和事故分析往往需要清晰的问题界定和系统化的调查过程，这使 SPAR 模型在此

类场景中具有独特的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工程质量事故调查 

1. 情境（Scenario）：某桥梁工程出现结构安全问题，需要专项调查 

2. 问题（Problem）：桥梁支座变形超出设计限值，存在安全隐患 

3. 行动（Action）：全面审核设计文件、施工记录、材料检测报告和监理记录 

4. 结果（Result）：确定事故原因，明确责任方，提出整改措施 

提示词模板 

作为工程质量事故调查专家，请按照以下框架进行分析： 

1. 情境：[工程项目]发生的[质量事故]背景和初步情况 

2. 问题：详细描述存在的具体问题： 

   - 问题现象 

   - 问题范围 

   - 潜在影响 

   - 紧急程度评估 

3. 行动：请系统审查： 

   - 设计文件合规性 

   - 施工过程关键节点记录 

   - 材料质量控制情况 

   - 监理监督履职情况 

4. 结果：提供专业调查报告，包含： 

   - 事故原因分析 

   - 责任方认定 

   - 紧急处置建议 

   - 长期改进措施 

   - 类似问题预防建议 

SPAR 模型在工程质量事故调查中的特殊价值在于其对问题的明确界定和对

调查过程的系统化安排：问题维度使调查人员能够准确定义调查目标；行动维度

提供了系统化的调查路径；结果维度则明确了调查报告的结构和内容要求，确保

调查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9 SCOPE 模型：全面系统的审计方法 

SCOPE 模型通过“情境（Scenario）-复杂情况（Complications）-目标（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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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Plan）-评估（Evaluation）”五个维度，构建了一种全周期的系统性分析框

架。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审计需要系统化的规划和多维度的评估体系，这使 SCOPE

模型在复杂工程项目的系统性审计中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应用场景：重大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 

1. 情境（Scenario）：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全过程审计需求 

2. 复杂情况（Complications）：项目周期长、参与方多、资金量大、技术复杂 

3. 目标（Objective）：确保项目各阶段合规高效运行，实现项目总体目标 

4. 计划（Plan）：制定覆盖立项、设计、招标、施工、验收全过程的审计方案 

5. 评估（Evaluation）：建立多维度、全过程的审计评估体系 

提示词模板 

作为工程全过程审计专家，请根据以下框架设计审计方案： 

1. 情境：[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规模和战略意义 

2. 复杂情况：该项目面临的特殊挑战： 

   - 多方参与协调难度 

   - 技术复杂性 

   - 资金规模与来源 

   - 潜在风险点 

3. 目标：全过程审计的总体目标与分阶段目标 

4. 计划：详细的审计实施方案： 

   - 立项阶段审计要点 

   - 设计阶段审计要点 

   - 招标采购审计要点 

   - 施工阶段审计要点 

   - 验收结算审计要点 

5. 评估：审计评估体系设计： 

   - 合规性评估指标 

   - 效益性评估指标 

   - 风险评估指标 

   - 创新性评估指标 

SCOPE 模型在工程项目全过程审计中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对复杂情况的明确

识别和对全周期审计的系统规划：复杂情况维度使审计人员能够全面把握项目特

殊挑战；计划维度提供了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审计路径；评估维度则可以建立

了多维度的审计评价体系，确保审计活动的系统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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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DeepSeek 工程审计应用场景 

5.1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 

5.1.1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概述 

工程法律法规的专业术语多、结构复杂、条款之间的关联性强，DeepSeek 可

自动解析工程法律法规中的复杂条款。其优势在于高效处理大量文本，快速提取

关键信息，并通过智能分析，针对审计问题提供精准的法条检索匹配。同时，可

利用 DeepSeek 将新规与工程业务场景自动匹配，提示需调整的流程或制度，列

出更新后的合规自查清单。 

5.1.2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实现 

DeepSeek 在工程审计问题中的法条检索流程如下：首先，系统通过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理解用户输入的工程审计问题，提取关键信息。接着，利用内置的

法律知识库和智能检索算法，快速匹配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及政策文件。然

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智能排序，优先展示与问题最相关的法条，并提供详细的条文

解释和适用案例。最后，用户可根据需要进一步筛选和导出检索结果，确保审计

工作的准确性和合规性。以某一实际案例为例，借助任务（Task）、行动（Action）、

目标（Goal）"（TAG）模型提供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检索的问答示例，如图 5-

1 所示。 

 

图 5-1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推理思考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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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推理思考过程 工程审计问题相

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推理思考过程，推理结束后，再将结果输出，如 工程审

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结构化结果所示。 

 

图 5-2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结构化结果 

从 工程审计问题相关法条自动检索的问答结构化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DeepSeek 判别审计问题并提供相应法律依据的内过程及结果。 

5.2 工程项目智慧造价 

5.2.1 智慧造价概述 

智慧造价实现仅需向 DeepSeek 提供工程项目的位置、用途、建筑类型等项

目的基本信息，DeepSeek 可以自动生成该项目的所有造价指标，以及预估费用。

实现智慧造价，可以使用户从繁琐的造价指标编制中脱离出来，极大地提高编审

工程项目造价的效率。这一功能的实现，可以先通过对 DeepSeek进行工程造价

的知识扩展，再通过不断完善提示词和扩充工程造价数据库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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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智慧造价实现 

在 3.3 中已经加载了工程造价的知识，此时就可以利用该知识来实现智慧造

价。在对话框中输入类似“根据[具体项目名称]的工程规模和设计要求等信息，

估算工程造价”的问题。模型会基于本地知识库中已有的类似项目数据、造价指

标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给出初步的造价估算结果，并提供参考依据和数据来源，

将已有的本地相关文件重新嵌入到向量数据库进行问答，如造价估算问答推理思

考过程所示。 

 

图 5-3 造价估算问答推理思考过程 

如图 5-3 所示造价估算问答推理思考过程，推理结束后，再将结果输出，如

图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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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造价估算问答结构化结果 

从图 5-4 造价估算问答结构化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成的各项数据，这

些数据可以直接拷贝至 Excel 中，从而得到工程造价表。DeepSeek 生成的数据格

式可以按照提示词定制，内容基本准确。 

5.3 工程招投标文件生成 

5.3.1 工程招投标文件生成概述 

DeepSeek 可赋能工程招投标文件的生成，具备招标文件智能解析、自动化

标书编制、合规性实时校验等核心功能，其优势在于提升了标书生成的效率和质

量。同时，DeepSeek 能够自动解析招标文件，精准提取关键信息和评分标准，并

生成高度匹配的投标文件。这种深度理解能力不仅提升了标书的质量。 

5.3.2 工程招投标文件生成实现 

在 3.3 中已经加载了工程招投标的文件模板，此时就可以利用该知识来实现

新项目的招投标文件编制。以投标文件编制为例，在对话框中输入类似“根据《xx

工程招标公告》的要求，编制该工程的投标文件”等提示词以及项目招标文件中

提供的工程设计图纸（PDF 或图片格式），DeepSeek 会基于本地知识库中已有的

投标文件范本、相关的工程量计量规范及计价规范、施工规范、验收规范、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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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施工定额等，给出初步的投标文件，含施工方案、平面布置图以及进度计

划等，如图 5-5 工程投标书编制的问答推理思考过程所示（部分）。 

 

图 5-5 工程投标书编制的问答推理思考过程 

图 5-5 所示是造价估算问答推理思考过程，推理结束后，再将结果输出，如

图 5-6 所示（文件较长，仅截取部分为例）。 

 

图 5-6 工程投标书编制的问答结构化结果 

由图 5-6 工程投标书编制的问答结构化结果可见，Deepseek 已生成初步的

投标书文件格式及相关内容，但后续用户可继续补充相关要求，以完善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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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工程项目智慧成本测算 

5.4.1 智慧成本测算概述 

智慧成本测算实现仅需向 DeepSeek 提供工程项目的成本明细文件，

DeepSeek 可以自动生成该项目的所有成本指标和提取材料设备价格数据，进一

步分析成本结构，提示工程成本中不合理部分。实现智慧成本测算，可以使工程

项目承包人等用户从繁重的成本测算中脱离出来，极大地提高工程成本测算的效

率。这一功能的实现，可以先通过对 DeepSeek 进行工程成本测算的知识扩展，

知识库中保存的过往项目成本数据及扩充材料设备价格数据信息，形成工程成本

测算的知识迭代更新。 

5.4.2 智慧成本测算实现 

在本地化部署的系统中已经加载了工程成本测算的知识，此时就可以利用该

知识来实现智慧成本测算。上传当前项目的成本明细文件后，在对话框中输入类

似“分析这份成本明细中各项成本的占比是否合理，与过往类似项目对比情况如

何”等提示词。DeepSeek 会自动匹配本地知识库中已有的类似项目数据、成本指

标、成本数据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给出初步的成本测算结果，并提供参考依据和

数据来源，与知识库中的过往项目成本数据进行对比，给出优化建议。如图 5-7 

成本分析问答示例所示。 

 

图 5-7 成本分析问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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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成本分析问答示例（续） 

从图 5-8 成本分析问答示例（续）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成的各项数据，以及

与以往数据的对比和优化建议，从而为成本核算和成本分析提供核算结果。 

5.5 工程图纸测算工程量 

5.5.1 工程量测算概述 

工程图纸是计算工程量的主要依据，通过详细解读图纸，按部位或系统分类，

依据定额或清单规范逐项计算。首先，需全面、准确地理解工程图纸，根据施工

的先后来计算工程量。包括设计说明、平面图、剖面图等。按建筑部位（如基础、

主体、装饰）或系统（如给排水、电气）分类，依据图纸尺寸和定额或清单规范

计算各分项工程量。最后，将各分项工程量汇总，并与图纸和设计要求向匹配，

进一步的，DeepSeek 可自动匹配系统中类似项目的工程量汇总表，如差异较大

将给出提示，以确保工程量计算准确。 

5.5.2 智慧计算工程量 

在本地化部署的系统中已经加载了工程量测算的知识，可以利用该知识来实

现智慧工程量测算。在上传当前工程图纸（PDF 或图片格式）后，在对话框中输

入类似“请根据图纸分析计算工程量”等提示词。模型会基于本地知识库中已有

的类似项目数据、计算规范等给出初步的工程量测算结果。如图 5-9 工程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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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工程量问答示例和图 5-10 工程图纸计算工程量所示。 

 

图 5-9 工程图纸计算工程量问答示例 

 

图 5-10 工程图纸计算工程量 

5.6 DeepSeek 工程审计应用建议 

上述五个例子，展示了 DeepSeek 在工程审计领域的强大功能。但剖析

DeepSeek 原理可知，其回答的问题是根据场景中字词出现的最大概率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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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和众多大语言模型类似，DeepSeek 也一样存在准确性、幻觉和偏见等常见

问题。而在工程审计领域中，部分工作涉及经济或管理等重大责任，若完全应用

DeepSeek 来处理这些工作，显然是需要慎重的。为提升 DeepSeek 应用可靠性，

本指南（V1.0）给出如下三条应用建议： 

（1）充实和完善工程审计知识：收集和整理工程审计相关知识，按 3.3 所示

方法，定期或不定期地对 DeepSeek 进行工程审计知识的扩展。有计算资源条件

的，可以组织人手进行工程审计的专项训练，使 DeepSeek 拥有丰富的工程审计

知识。知识越多，生成结果就越准确。 

（2）反复修改和完善提问字词：向 DeepSeek 提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且有技

巧的工作。第四章的提示工程虽然给出了提问的方法和要点，但一次问答的结果，

未必就能满足应用的需要。此时，可以通过反复修改问题的方式，来得到满足条

件的答案。同时，也可以在提问时，提交答案的方式，来提高正确率。  

（3）人工审核结果：对于 DeepSeek 生成的答案，务必要谨慎评估其正确性

和可靠性，然后再考虑其结果是否可以应用。人工智能能做到减轻人类的大部分

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但本研究团队认为，DeepSeek 还只能起到辅助审计的

作用，在大大提高工程审计效率的过程中，还需要人机结合，对 DeepSeek 给出

的结果进一步核对，以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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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总结 

本指南（V1.0）从理论概述到技术实现方法、再到实际应用场景，全面展现

了 DeepSeek 在工程审计行业应用的强大功能和效率提升优势。通过本指南

（V1.0），可以清晰地展示 DeepSeek 技术在工程审计领域的巨大潜力。未来，随

着 DeepSeek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及在工程审计应用过程中相关数据与知

识不断积累与训练，其在工程审计中将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应用，为企事业单

位带来的价值也将不断提升。本指南（V1.0）展示的仅仅是 DeepSeek 在工程审

计领域应用的一部分，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多的应用还有待行业同仁共

同拓展和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