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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地部署并运行 DeepSeek

1.1 为什么要在本地部署 DeepSeek

在本地搭建大模型（如 DeepSeek）具有多个重要的优势，比如：

1. 保护隐私与数据安全。数据不外传：本地运行模型可以完全避免数据上
传至云端，确保敏感信息不被第三方访问。

2. 可定制化与优化。支持微调（Fine-tuning）：可以根据特定业务需求对模
型进行微调，以适应特定任务，如行业术语、企业内部知识库等。

3. 离线运行，适用于无网络环境。可在离线环境下运行：适用于无互联网
连接或网络受限的场景。提高系统稳定性：即使云服务宕机，本地大模型依
然可以正常工作，不受外部因素影响。

本教程搭建 DeepSeek 好处

本地搭建 DeepSeek 三个比较实际的好处：

• 本教程接入的是 DeepSeek 推理模型 R1，开源免费，性能强劲

• 本教程搭建方法 零成本，不需花一分钱。

• 为了照顾到大部分读者，推荐的搭建方法已将电脑配置要求降
到最低，普通电脑也能飞速运行。

1.2 DeepSeek 本地部署三个步骤

一共只需要三步，就能做到 DeepSeek 在本地运行并与它对话。

第一步，使用的是 ollama 管理各种不同大模型，ollama 比较直接、干净，
一键下载后安装就行，安装过程基本都是下一步。

不知道去哪里下载的，可以直接在我的公众号后台回复：ollama，下载这个
软件，然后装上，可以拿着手机扫码下图1直达我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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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的公众号：郭震 AI

安装后，打开命令窗口，输入 ollama，然后就能看到它的相关指令，一共
10 个左右的命令，如下图2所示，就能帮我们管理好不同大模型：

图 2: Ollama 常用的命令

第二步，命令窗口输入：ollama pull deepseek-r1:1.5b，下载大模型 deepseek-
r1 到我们自己的电脑，如下图3所示：

图 3: DeepSeek-r1 下载到本地电脑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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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我们本地电脑，DeepSeek 大模型就下载到我们本地电脑，接下来第
三步就可以直接使用和它对话了。在 cmd(Windows电脑) 或 terminal(苹果
电脑) 执行命令：ollama run deepseek-r1:1.5b，很快就能进入对话界面，如
下图4所示：

图 4: Ollama 软件启动 deepseek-r1 界面

1.3 DeepSeek 本地运行使用演示

基于上面步骤搭建完成后，接下来提问 DeepSeek 一个问题：请帮我分析
Python 编程如何从零开始学习?，下面是它的回答，首先会有一个 think
标签，这里面嵌入的是它的思考过程，不是正式的回复：

图 5: deepseek-r1 回复之思考部分

等我们看到另一个结束标签 think 后，表明它的思考已经结束，下面一行

教程作者：郭震，工作 8 年目前美国 AI 博士在读，公众号：郭震 AI，欢迎关注获取更多原创教程。资
料用心打磨且开源，是为了帮助更多人了解获取 AI 知识，严禁拿此资料引流、出书、等形式的商业活动



就是正式回答，如下图6所示:

图 6: deepseek-r1 回复之正式回答部分

2 DeepSeek 零基础必知

为了更深入理解 DeepSeek-R1，首先需要掌握 LLM 的基础知识，包括其工
作原理、架构、训练方法。

近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的兴起。LLM 在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广泛应用于智能问答、文本生成、代码编写、机
器翻译等任务。LLM 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模型，其核心目标是
通过预测下一个单词来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训练 LLM 需要大量的文本数
据，使其能够掌握复杂的语言模式并应用于不同任务。

接下来，咱们先从较为基础的概念开始。

2.1 LLM 基础概念

模型参数。其中比较重要的比如deepseek-r1:1.5b, qwen:7b, llama:8b，这里的
1.5b, 7b、8b代表什么？b是英文的 billion，意思是十亿，7b就是 70亿，8b就
是 80亿，70亿、80亿是指大模型的神经元参数（权重参数 weight+bias）的
总量。目前大模型都是基于 Transformer架构，并且是很多层的 Transformer
结构，最后还有全连接层等，所有参数加起来 70 亿，80 亿，还有的上千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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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性更强。大模型和我们自己基于某个特定数据集（如 ImageNet、20News-
Group）训练的模型在本质上存在一些重要区别。主要区别之一，大模型更
加通用，这是因为它们基于大量多样化的数据集进行训练，涵盖了不同领域
和任务的数据。这种广泛的学习使得大模型具备了较强的知识迁移能力和
多任务处理能力，从而展现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特性。相比之下，
我们基于单一数据集训练的模型通常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其知识范围仅
限于该数据集的领域或问题。因此，这类模型的应用范围较为局限，通常只
能解决特定领域或单一任务的问题。

Scaling Laws 大家可能在很多场合都见到过。它是一个什么法则呢？大
模型之所以能基于大量多样化的数据集进行训练，并最终“学得好”，核
心原因之一是 Scaling Laws（扩展规律）的指导和模型自身架构的优势。
Scaling Laws 指出参数越多，模型学习能力越强；训练数据规模越大、越多
元化，模型最后就会越通用；即使包括噪声数据，模型仍能通过扩展规律提
取出通用的知识。而 Transformer 这种架构正好完美做到了 Scaling Laws，
Transformer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实现扩展规律的最好的网络结构。

2.2 Transformer 基础架构

LLM 依赖于 2017 年 Google 提出的 Transformer 模型，该架构相比传统的
RNN（递归神经网络）和 LSTM（长短时记忆网络）具有更高的训练效率和
更强的长距离依赖建模能力。Transformer 由多个关键组件组成：1. 自注意
力机制（Self-Attention）：模型在处理文本时，会自动关注句子中的重要单
词，理解不同词语间的联系。2. 多头注意力（Multi-Head Attention）：使用
多个注意力头同时分析不同的语义信息，使得模型的理解能力更强。3. 前
馈神经网络（FFN）：非线性变换模块，提升模型的表达能力。4. 位置编码
（Positional Encoding）：在没有循环结构的情况下，帮助模型理解单词的顺
序信息。

Transformer 结构的优势

1. 高效的并行计算：摒弃循环结构，使计算速度大幅提升。
2. 更好的上下文理解：注意力机制可捕捉长文本中的远程依赖关系。
3. 良好的可扩展性：可适配更大规模模型训练，增强 AI 泛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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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LLM 基本训练方法

2.3.1 预训练（Pretraining）

LLM 训练通常采用大规模无监督学习，即：1. 从互联网上收集大量文本数
据，如书籍、新闻、社交媒体等。2. 让模型学习词语之间的概率分布，理解
句子结构。3. 训练目标是最小化预测误差，使其能更好地完成语言任务。

2.3.2 监督微调（Supervised Fine-Tuning, SFT）

在预训练之后，通常需要对模型进行监督微调（SFT）：使用人工标注的数
据集，让模型在特定任务上优化表现。调整参数，使其更符合人类需求，如
问答、对话生成等任务。

2.3.3 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

采用强化学习（RL）方法进行优化，主要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

强化学习（RLHF）优化过程

• 步骤 1：人类标注者提供高质量回答。

• 步骤 2：模型学习人类评分标准，提高输出质量。

• 步骤 3：强化训练，使得生成的文本更符合人类偏好。

3 DeepSeek-R1 精华图解

3.1 DeepSeek-R1 完整训练过程

DeepSeek-R1 主要亮点在于出色的数学和逻辑推理能力，区别于一般的通
用 AI 模型。其训练方式结合了强化学习（RL）与监督微调（SFT），创造
了一种高效训练，高推理能力 AI 模型的方法。

整个训练过程分为核心两阶段，第一步训练基于 DeepSeek-V3 论文中的基
础模型（而非最终版本），并经历了 SFT 和基于纯强化学习调优 + 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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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调整，如下图7所示：

图 7: R1 完整训练过程

训练起点。DeepSeek-R1 的训练起点是 DeepSeek-v3-Base，作为基础模型
进行训练，为后续的推理优化奠定基础。

3.1.1 核心创新 1：含 R1-Zero 的中间推理模型

如图7所示，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Reasoning-Oriented Reinforcement Learn-
ing）得到中间推理模型（Iterim reasoning model）, 图8会详细解释中间模
型的训练过程。

DeepSeek-R1 核心贡献：首次验证了通过纯强化学习也能大幅提升大模
型推理能力，开源纯强化学习推理模型 DeepSeek-R1-Zero

R1-Zero能生成高质量的推理数据，包括大量长链式思维（Chain-of-Thought,
CoT）示例，用于支持后续的 SFT阶段，如图7所示。更加详细介绍参考3.2节。

3.1.2 核心创新 2：通用强化学习

第一阶段 R1-Zero 虽然展现出惊人的推理能力提升，但是也出现了回复时
语言混合，非推理任务回复效果差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DeepSeek
提出通用强化学习训练框架。

如图7所示，通用强化学习（General Reinforcement Learning）基于 SFT-
checkpoint，模型进行通用强化学习（RL）训练，优化其在推理任务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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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任务上的表现。更加详细介绍参考3.3节。

3.2 含 R1-Zero 的中间推理模型训练过程

中间模型占据主要训练精力的阶段，实际上完全通过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
直接训练而成，完全跳过了监督微调（SFT），如下图8所示，只在强化学习
的冷启动阶段使用了 SFT。

图 8: Interim reasoning model 训练方法

大规模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训练，必不可少的就是推理数据，手动标注就
太繁琐了，成本昂贵，所以 DeepSeek 团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训了一个
R1-Zero 模型，这是核心创新。

R1-Zero 完全跳过 SFT（监督微调）阶段，直接使用强化学习训练，如下
图9所示，基于 V3，直接使用强化学习开训：

图 9: R1-Zero 完全跳过监督微调

这样做竟然达到了惊人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推理超越 OpenAI O1，如下
图10所示，蓝线表示单次推理（pass@1）的准确率，红线表示 16次推理取一
致性结果（cons@16）的准确率，可以看出一致性推理提高了最终性能。虚
线代表 OpenAI O1 的基准表现，图中可以看到 DeepSeek-R1-Zero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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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接近甚至超越了 OpenAI O1.

图 10: R1-Zero 惊人的推理能力

中间模型虽然推理能力很强，但存在可读性和多任务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
才有了第二个创新。

3.3 通用强化学习训练过程

最终偏好调整（Preference Tuning），如下图11所示。通用强化学习训练过
程后，使得 R1 不仅在推理任务中表现卓越，同时在非推理任务中也表现出
色。但由于其能力拓展至非推理类应用，因此在这些应用中引入了帮助性
（helpfulness）和安全性（safety）奖励模型（类似于 Llama 模型），以优化
与这些应用相关的提示处理能力。

DeepSeek-R1 是训练流程的终点，结合了 R1-Zero 的推理能力和通用强化
学习的任务适应能力，成为一个兼具强推理和通用能力的高效 AI 模型。

图 11: R1 通用性训练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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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总结 DeepSeek-R1

中间推理模型生成：通过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Reasoning-Oriented RL），
直接生成高质量的推理数据（CoT 示例），减少人工标注依赖。通用强化学
习优化：基于帮助性和安全性奖励模型，优化推理与非推理任务表现，构建
通用性强的模型。最终，DeepSeek-R1 将 R1-Zero 的推理能力与通用强化
学习的适应能力相结合，成为一个兼具强推理能力和任务广泛适应性的高
效 AI 模型。

核心创新总结

中间推理模型生成：通过推理导向的强化学习（Reasoning-Oriented
RL），直接生成高质量的推理数据（CoT 示例），减少人工标注依赖。
通用强化学习优化：基于帮助性和安全性奖励模型，优化推理与非推
理任务表现，构建通用性强的模型。
最终成果：DeepSeek-R1 将 R1-Zero 的推理能力与通用强化学习的
适应能力相结合，成为一个兼具强推理能力和任务广泛适应性的高效
AI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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