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  20250854421  

附件1

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

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

姓名：              王晨皓              

学号：           22260291           

申报工程师职称专业类别（领域）：    电子信息     

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制

 2025年03月24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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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报告中相关的技术或数据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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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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有较好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能力。

    1.基础能力方面：在数学层面，通过离散数学、概率统计、线性代数等课程，掌握了算

法复杂度分析、密码学原理、图形学矩阵运算等核心数学工具；硬件层面，重点学习了计算

机组成原理、数字逻辑等硬件理论；在软件层面，系统掌握了数据结构与算法设计、数据库

系统、编译原理、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等核心课程。

    2.专业技术知识方面：本人主攻区块链技术应用方向，基础及专业知识方面，深入掌握

密码学核心理论（如哈希函数、椭圆曲线加密、零知识证明）、分布式系统共识算法（PBFT

、Po W 、PoS等）、默克尔树数据结构等，应用能力方面，本人熟悉HyperledgerFabric区块

链平台相关开发，擅长联盟链网络构建与部署和智能合约开发部署，同时熟悉常见访问控制

策略和分布式数字身份架构与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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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人在杭州云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长达半年的实习经历，参与实验室与云象合作的

基于区块链的BIM项目资料管理系统横向课题，主要研究内容为（1）研究基于区块链的文档

资料共享服务的主客体身份认证与识别技术：结合生物特征识别、数字水印等技术，研究基

于区块链的工程资料共享服务主客体身份链构技术和主客体身份识别方法，为构建安全共享

环境奠定技术基础。（2）研究基于区块链的文档资料数字资源确权与侵权追踪技术：针对

传统集中化的数据库技术在构建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时，面临侵权且难以追踪的问题，研究基

于区块链数字资源确权与侵权追踪技术。（3）研究面向区块链的文档资料数据共享服务敏

感信息隐私保护技术：由于区块链的公开、透明特性，以及服务提供商联盟链、多链之间跨

链数据共享的场景，将增加共享数据隐私泄露的风险。

    2.本人在上海腾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3个月的实习经历，主要工作为（1）修改redis

用户排队队列存储结构，优化用户排队机制；增加基于地域就近的用户设备分配策略。（2

）开发效率工具，统计工单系统中开发人员工时数据，显示在自定义卡片中，用cron定时任

务实时刷新。（3）完成虎牙渠道商需求，开发SDK接口赋予云游戏接入能力，包括回调鉴权

、设备分配、设备回收等。

)

    本人有长达半年全程参与实验室与杭州云象网络科技有限工作合作的基于区块链的BIM

项目资料管理系统横向课题，并在其中负责需求分析、后端开发、区块链开发和前端的联调

工作。

    由于BIM具备非结构化、规模大、产权保护需求高的特性，经过调研，我发现传统的BIM

数据共享平台通常将BIM保存在中心数据库中，采用中心化的身份体系控制用户对数据的访

问权限，存在用户身份信息不互通、权限控制细粒度不足等痛点。因此，我凝练了两条技术

路线，其一是针对用户身份不互通、身份中心存储易受单点攻击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联

盟链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管理架构与方法；其二是针对BIM访问控制细粒度不足、数据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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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架构设计部分，受W3C提供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规范启发，我基于MVC模式，设计了一

个包含四层的架构，自下而上分别为：a.区块链层：选用HyperledgerFabric作为底层区块

链基础设施。该层主要负责存储DID文档、VC索引和去中心化密钥索引等小容量关键数据，

并在各个节点部署智能合约供上层安全访问区块链账本数据。b.扩展存储层：选用IPFS构建

了私有节点集群，用于存储一些大容量加密数据或存在分布式存储需求的数据如加密VC文档

和用户私钥分片等。c.服务层：包括DID解析器、去中心化身份管理SDK 和去中心化密钥管理

SDK 等关键组件。DID解析器支持多种DID方法，是BIM-DID水平扩展的保障，其主要用于解析

建筑部门用户传入的JWS并验证DID的归属有效性，负责获取DID文档中的字段并转发给对应

的S DK服务模块。向上提供身份管理接口和密钥管理接口，包括DID的注册与更新、DID注销

或转移、可验证凭证签发等；向下与区块链账本和IPFS 交互，获取数据并作逻辑处理。d.应

用层：包括三类参与方：发证方、用户、验证方。用户和验证方包括建筑领域设计方、施工

方、监理方下的相关个体用户，发证方为具备能力验证用户申请凭证信息的可靠建筑部门。

提供JWS模块，用于封装可验证凭证、DID文档等相关数据，实现与服务层的加密通信；提供

过程中易被篡改侵权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属性加密和可验证凭证的细粒度访问控制方法

1.基于联盟链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管理架构与方法

    该方法包含架构设计、管理方法流程实现和安全性分析三部分。

选择性披露模块，为用户提供最小化暴露属性服务，提升用户属性的隐私性。

 

    在管理方法流程实现部分，基于需求分析，我设计了一个包含DID申请、VC申请与颁发

和VP 生成与验证的三阶段流程实现。a.DID申请阶段：包含用户提出申请、公私钥生成、DI

D和DID文档生成三个阶段。b.VC申请与颁发阶段：包含用户提出申请、申请材料转发、VC

颁发三个阶段。c.VP生成与验证阶段：包含VP生成与VP验证两个阶段。

    在安全性分析部分，我发现在现有的去中心化身份管理架构与方法中，不同建筑项目参

与方如施工方、设计方等需要验证用户的某些属性以确定其访问某些敏感数据的资格和权限

，例如设计方需要验证某建筑部门用户是否属于特定单位、施工方需要验证某建筑部门用户

是否具有特定施工资质等，这些验证方通常只需要验证某些关键信息，但用户的一个完整VC

文档中通常包含一些不必要的敏感信息，如果用户直接提供完整的VC供验证方验证，可能导

致其他无关敏感信息被泄露的问题。因此，我补充了基于默克尔树的选择性披露方法，该方

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默克尔树生成、选择性披露属性、选择性披露验证。同时，在本方法

中，用户私钥承担着签名VC、生成VP以及注册DID等关键职责，需要一个良好的保存方案。

经过调研，我发现传统的用户私钥管理模式一般分为两种：集中式管理和用户自行管理。然

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一定的风险。集中式的私钥管理方案存在明显的单点故障风险，一旦

私钥管理平台遭受攻击或崩溃，用户的私钥可能被盗取或丢失，导致身份管理方案崩溃。用

户自行管理的方案存在设备丢失导致的私钥泄漏等风险。因此，我提出了一种基于Shamir秘

密共享的去中心化私钥管理方案。

2.基于属性加密和可验证凭证的细粒度访问控制方法

    该方法包括架构设计、实施流程两个部分。

    在架构设计部分，基于提出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管理架构与方法，设计了一个包含数据

提供方（Data Provider, DP）、数据请求方（Data Requester,DR）、BIM元数据链及访问

控制智能合约、可信执行环境（TEE）、星际文件系统（IPFS）和去中心化身份管理系统的

整体架构并编写了相关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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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施流程部分，我设计了一个包含了方法初始化、BIM侵权校验、BIM数据上传、BIM

数据请求四个阶段的流程，主要是基于CP-ABE属性加密算法属实现了一套完整的细粒度的BI

M访问控制流程。特别的，我在流程中还提出了一种针对OBJ格式的BIM数据侵权检测算法，

并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了用户级的可撤销机制，保障了BIM数据在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性与隐私

性。然后，通过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功能性对比和方案的安全性分析，验证了本方案在细粒度

访问控制与数据安全性方面的优势。最后，通过性能测试验证了本方法的可行性。

    最后，我基于设计的去中心化数字身份管理架构与方法和基于属性加密和可验证凭证的

细粒度访问控制方法，提出并实现了一个面向建筑领域的BIM可信共享系统。首先是对系统

需求进行分析，包括功能性需求分析和非功能性需求分析两类；随后，明确了系统的架构设

计和技术路线，技术路线包括前端、后端和区块链三类。最后对系统的功能作了完备的测试

，包括JMeter压力测试、功能测试、Caliper区块链性能测试等，最后结果表明，该原型系

统在具备充分安全性的同时，具备相当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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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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 SGX 和 CP-

ABE 的区块链 BIM 

数据共享系统及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8

月26日

申请号：20

2411174670

.5

2/7
已进入实

质审查

一种支持抗女巫攻击的

可追溯去中心化数字身

份认证方法及系统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8

月30日

申请号：20

2411206207

.4

4/6
已进入实

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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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411174670.5

(22)申请日 2024.08.26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陈建海　王晨皓　董冬　王奕涵　

刘振广　沈睿　何钦铭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专利代理师 郑海峰

(51)Int.Cl.

G06F 21/62(2013.01)

G06F 21/64(2013.01)

G06F 21/60(2013.01)

G06Q 40/04(2012.01)

H04L 9/00(2022.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SGX和CP-ABE的区块链BIM数据共

享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SGX和CP‑ABE的区块

链BIM数据共享系统及方法，属于区块链技术领

域。系统包括SGX可信加密系统、IPFS存储系统和

区块链系统；进行用户注册时，区块链系统接收

外部输入的用户属性信息并存储；接收BIM数据

上传请求时，所述加密系统会接收待上传的数据

并进行加密，将加密后的数据上传至所述存储系

统进行存储，并接受所述存储系统返回的CID，再

将该CID输入至区块链系统；接收BIM数据下载请

求时，所述加密系统基于区块链系统获得待下载

的数据的CID，再基于该CID从所述存储系统获得

待下载的数据并输出。本发明的共享系统可为工

程部门提供BIM数据细粒度共享服务，并可保证

在共享过程中BIM数据和密钥不泄漏和被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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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411206207.4

(22)申请日 2024.08.30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陈建海　薛凤泽　黄恩浩　王晨皓　

何钦铭　刘振广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专利代理师 郑海峰

(51)Int.Cl.

H04L 9/32(2006.01)

H04L 9/08(2006.01)

H04L 9/00(2022.01)

H04L 9/30(2006.01)

H04L 9/40(2022.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支持抗女巫攻击的可追溯去中心化数

字身份认证方法及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支持抗女巫攻击的可追

溯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认证方法及系统，包括监管

委员会模块、用户模块、CA模块和区块链模块，监

管委员会模块生成公钥和私钥，用户模块获得待

进行身份认证的用户的追溯字符串、唯一字符串

和用户属性信息，并对追溯字符串进行加密，CA

模块基于用户属性信息和加密后的追溯字符串

生成凭证；用户模块生成唯一标识、追溯标识、抗

女巫攻击零知识证明和确保可追溯性零知识证

明；区块链模块对两个零知识证明进行验证，若

验证成功，则进行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认证；若验

证失败，则不进行去中心化数字身份认证，身份

认证失败。本发明保证了用户的隐私安全、保证

DID不可篡改且不受第三方中心机构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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