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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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子信息专业领域，我通过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对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有了全面而扎实的掌握。特别是在数字图像处理课程上，我不仅深入学习了相关理论，还通

过实践应用，将这些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了图像预处理、特征提取、图像

分割、目标识别与跟踪等关键技术，能够熟练运用各种算法和工具进行图像处理与分析。这

些技能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并参与了多个图像处理系统的设计与开发，

有效提升了系统的处理速度和识别精度。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学习期间，我有幸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柔性显示加工关键装备工艺技术开发。该项目旨在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对柔性OLED面

板生产过程中的微小缺陷进行高效、准确的检测。我作为项目团队的一员，深入参与了缺陷

检测算法的研发与优化，通过不断试验与改进，成功提升了检测的精度与效率。此外，我还

基于项目研究成果，一篇专利《一种基于光度立体法的柔性 OLED 

面板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已进入实审，为柔性OLED面板的质量控制提供了有力的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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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柔性显示加工关键装备工艺技术开发”。

在电子信息工程领域，柔性显示技术作为国家战略产业的关键技术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柔性OLED面板制作工艺的复杂性以及规模化生产中存在的缺陷频发、不良率高等问

题，一直是制约该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一名致力于电子信息工程研发的工程师，本人

有幸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柔性OLED面板缺陷精准检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通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成功解决了这一复

杂工程问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和产业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项目初期，本人深入分析了柔性OLED面板制作工艺的特点以及缺陷产生的根源。由于柔性

OLED面板具有独特的柔性材料特性和复杂的制造工艺，其缺陷类型复杂多样，包括表面划痕

、凹点、穿透性裂纹等，且这些缺陷在二维形态上往往相似，尺寸微小，对检测精度要求极

高。传统的二维图像检测方法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准确性欠佳，难以满足规模化生产的需求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检测方法，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

在深入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发现了光度立体法在三维信息提取方面的独特优势。光度立体法

通过多角度光源成像，可以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形貌信息，这对于柔性OLED面板缺陷的检测

具有重要意义。于是，本人基于光度立体法，构建了多角度光源成像装置，并优化了光源入

射角、光强系数和分光矫正系数等参数，以确保成像质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这一装置的成

功构建，为后续的图像处理和算法检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缺陷检测方案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柔性OLED面板表面微小缺陷特征不显著、二维形态相

似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光度立体成像的缺陷检测方案，通过提取梯度图来表征缺陷的深

度信息变化，并结合先进的深度学习模型YOLOv8n实现缺陷检测。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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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算法参数和模型结构，以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还对光源入射角和光强系数

进行了精细的调整，以确保成像效果的最佳化。实验结果表明，基于R、B通道提取的梯度图

相较于传统的RGB优化图，在检测准确率上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在PI膜层浅划痕、凹点及

穿透PI膜层深划痕等缺陷的检测上，效果尤为明显。

然而，在梯度计算过程中，发现存在信息损失的问题，这限制了缺陷类型的可检测范围。为

了进一步扩大检测范围并提高检测准确性，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图和RGB优化图融合的缺陷

检测方案。我们通过实验优选了基于贝叶斯定理的分层图像融合方法，将梯度图和RGB优化

图进行有效融合，并结合YOLOv8n检测模型实现缺陷检测。这一方案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解

决了梯度计算过程中的信息损失问题，还进一步提高了柔性OLED面板缺陷检测的准确性和效

率。实验结果表明，融合图相较于单一的梯度图或RGB优化图，在整体检测准确率上有了显

著提升，经模型优化后的mAP50可达98.6%，且针对的三大类、六小类缺陷的识别准确率均有

所提升。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和困难。例如，光源参数的优化标定需要反复实验和调

整，以确保成像质量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和测试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

资源，且模型结构的优化也需要不断的尝试和改进；图像融合算法的选择和优化也需要不断

的实验验证和参数调整。

通过参与这个项目，本人深刻体会到了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重要性。在实

践中，不仅需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还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和方法，以适应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同时，团队协作和沟通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团

队成员之间紧密配合、相互支持，才能共同攻克难关，取得最后的成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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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改进光度立体

法的柔性OLED面板表面

缺陷检测研究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11

月08日

申请号：20

2410976393

.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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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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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期间课程、专业实践训练及学位论文相关情况

课程成绩情况 按课程学分核算的平均成绩： 82 分

专业实践训练时间及考

核情况(具有三年及以上

工作经历的不作要求)

累计时间： 1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85 分

本人承诺

个人声明：本人上述所填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声明！

                                  申报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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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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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12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46 号宁波大厦 1301 室 杭州中成专利事务所

有限公司

李亦慈(13646841609)唐银益(0571-88250015)

发文日：

2024 年 07 月 20 日

申请号：202410976393.3 发文序号：202407200009361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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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9763933

申请日：2024 年 07 月 20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林斌,邵琪琦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光度立体法的柔性 OLED 面板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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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页,权利要求项数 ： 7 项

说明书 1 份 9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24-212079-0007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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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