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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报告中相关的技术或数据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军工项目保密等内容，请作脱密处理。

二、请用宋体小四字号撰写本报告，可另行附页或增

加页数，A4纸双面打印。

三、表中所涉及的签名都必须用蓝、黑色墨水笔，亲

笔签名或签字章，不可以打印代替。

四、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由工程师学院填写

，编号规则为：年份4位＋申报工程师职称专业类别(领域)4

位+流水号3位，共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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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1.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不少于200字)

在校期间，本人系统性地学习并深入掌握了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知识体系，涵盖了信号处理

技术、现代传感技术、电子技术、智能仪器设计、计算机技术等多个重要学科方向。通过理

论课程的学习和实验项目的实践，我不仅建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还对多学科交叉融合有了

深刻的理解，这为我后续的科研探索和工程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专业学习的基础上，我特别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创新应用。通过参与科研

项目，我深入研究了深度学习算法在医疗诊断中的应用前景。具体而言，我创新性地将先进

的深度学习技术引入神经性言语障碍的评估与干预领域，设计并开发了一套智能评估与干预

系统，该系统使得患者在无医生帮助的情况下即可进行自助的病情评估与干预训练，为传统

医疗流程的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工程实践训练，参与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面向家庭和社区场景的数字化和老年人失能风险预防干预技术研发》项目。在此期间

，本人与临床医生、科研人员紧密合作，深入医疗场景，全面参与了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

到系统开发的全流程工作。

在项目初期，本人与临床团队共同讨论并制定了详细的研究方案，开发了一套临床数据采集

系统，用于收集临床患者数据，为后续研究提供数据基础；在数据分析阶段，我创新性地提

出了多模态数据融合算法，准确预测患者的病情程度，为早期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在项目后

期，我开发了一套数字化的干预训练系统，将传统的康复训练流程迁移到智能平台上，以提

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不少于1000字)

神经性言语障碍是由神经系统受损引起的言语功能障碍，广泛影响我国中老年人群的日常交

流和生活质量。传统的临床评估流程繁琐且高度依赖医护人员，难以实现大规模推广。为解

决这一问题，我设计并开发了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的神经性言语障碍智能评估与干预系统，通

过技术创新实现了从评估到干预的全流程自动化。

项目背景与需求分析：

神经性言语障碍的评估与干预是医疗领域的重要课题。传统评估方法主要依赖医生对患者执

行语言任务的表现进行主观评分，过程耗时且易受人为因素影响。此外，干预训练通常需要

言语治疗师引导，难以惠及更广泛的患者群体。为此，我参与了神经性言语障碍智能评估与

干预系统的研发项目。在项目初期，我与临床医生深入沟通，明确了系统的核心功能：一是

为患者提供初步病情评估，使其了解自身状况并提醒及时就医；二是为患者提供可自主进行

的数字化干预训练，使其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康复训练。

数据采集与算法研发：

数据采集是项目的基础环节。我设计并开发了一套智能化的临床数据采集系统，包括硬件和

软件两部分：硬件部分由高清摄像头和麦克风等设备组成，用于采集患者的语音和面部动作

视频；软件部分则是一个基于电脑端的应用程序，用于记录患者的病情信息和任务执行情况

。通过标准化语言任务（如朗读短文、描述图片等），我们收集了超过100名患者和对照组

的音视频数据，构建了一个多模态老年人神经性言语障碍数据集，为后续算法研发提供了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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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算法研发阶段，我提出了两种创新算法：一是基于视听融合模型的多模态评估算法，二是

适用于患者的语音识别算法。对于多模态评估算法，我设计了一种新型视听融合模型，采用

稀疏注意力机制从患者唇部运动视频中捕获运动异常作为视觉特征，同时结合基于预训练模

型提取的音频特征，通过基于音频引导的交叉注意特征融合方法进行融合和分类，最终输出

患者的言语障碍严重程度评级。实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总体准确率达到77.42%，F1分数为

0.7300，显著优于现有其他模型。针对患者语音识别问题，我提出了一种基于低秩适应方法

和对比学习辅助任务的改进策略，以优化最新的通用语音识别模型Whisper在处理患者语音

时的性能。通过引入低秩适应方法降低了模型的计算复杂度，同时利用对比学习辅助任务增

强了模型对异常语音的识别能力。实验结果表明，改进后的模型字符错误率降低了27.68%，

显著提升了语音识别精度，为患者的语音交互提供了更可靠的技术支持。

系统开发与实际应用：

在算法研发完成后，我主导开发了一套神经性言语障碍评估与干预系统。该系统集成了数据

采集、智能评估和干预训练等功能模块。智能评估模块通过分析患者的音视频数据，自动生

成言语障碍严重程度报告；干预模块根据评估结果，为患者推荐相应的训练任务和康复方案

，包括自主训练和交流训练两种模式。自主训练为患者提供多维度的语言刺激以帮助其恢复

，而交流训练模块结合改进的语音识别算法和大型语言模型，开发了可陪同患者进行语音互

动的交流训练功能，帮助患者综合提升语言能力。

在实际应用中，该系统显著提高了评估效率和准确性。例如，系统仅需5秒即可生成初步病

情评估结果，方便患者实时了解自身状况。此外，系统的干预功能也能起到一定的训练效果

，为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康复支持。

通过这一项目，我成功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为神经性言语障碍的评估与干预提

供了创新解决方案。该系统的成功应用充分展示了我在复杂工程问题解决中的综合能力，包

括需求分析、算法研发和系统开发等方面的技能。未来，我将继续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

的深度融合，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贡献更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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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一种言语失能评估方法

、装置、设备及存储介

质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3

月15日

申请号：20

2311451937

.6

2/6  

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生物

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全国二等奖

获奖
2023年07

月23日
 1/3

国家级二

等奖

      

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获奖证书： 

 
参赛照片：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2.10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凯喜雅大厦 802 室 B 杭州裕阳联合专利代理有

限公司

张解翠(0571-88378512)

发文日：

2023 年 11 月 03 日

申请号：202311451937.6 发文序号：202311030061049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第 39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3114519376

申请日：2023 年 11 月 02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工人疗养院）

发明人：王玉兴,李元号,方伯言,王邑恒,靳昭辉,胡毓宸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言语失能评估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2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9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P2023092721290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宋梦遥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10307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凯喜雅大厦 802 室 B 杭州裕阳联合专利代理有

限公司

张解翠(0571-88378512)

发文日：

2024 年 03 月 15 日

申请号或专利号：202311451937.6 发文序号：2024031500585840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浙江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工人疗养院）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言语失能评估方法、装置、设备及存储介质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进 入 实 质 审 查 阶 段 通 知 书

上述专利申请，根据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经审查，符合专利法第 35 条及实施细则第 113 条的规

定，该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

  

提示：

    1.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7 条第 1 款的规定，发明专利申请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可以对发明专利申请主动

提出修改。

    2.申请文件修改格式要求：

    对权利要求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权利要求替换项，涉及权利要求引用关系时，则需要将相应权项一起替换补正。如果申

请人需要删除部分权项，申请人应该提交整理后连续编号的部分权利要求书。

    对说明书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说明书替换段，不得增加和删除段号，仅只能对有修改部分段进行整段替换。如果要增加

内容，则只能增加在某一段中；如果需要删除一个整段内容，应该保留该段号，并在此段号后注明：“此段删除”字样。段号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回传的或公布/授权公告的说明书段号为准。

    对说明书附图修改的应当以图为单位提交相应的替换附图。

    对说明书摘要文字部分修改的应当提交相应的替换页。对摘要附图修改的应当重新指定。

    同时，申请人应当在补正书或意见陈述书中标明修改涉及的权项、段号、图、页。

审 查 员：自动审查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