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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申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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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系统地掌握了该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并具备扎实

的工程实践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基础及专业知识方面，我深入学习了电路理论、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信

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微机原理及接口技术等专业核心课程。这些课程为我

提供了扎实的数学和自然科学基础，使我能够熟练运用傅里叶变换、拉普拉斯变换等数学工

具对信号系统进行分析；同时，我还掌握了C语言、Python、MATLAB等编程工具，在算法实

现和数据分析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其次，在行业知识方面，我密切关注电子信息行业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通过参与实际项

目，我掌握了FPGA、ARM、嵌入式系统、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同时熟悉了EDA设计工具（

如Quartus、Vivado）、电路设计软件（如Altium 

Designer）、信号处理工具（如Matlab、Python）等工程实践工具。对行业标准如IEEE标准

、电子产品安规标准等具有深入理解，确保项目开发符合规范要求。

在工程知识方面，通过参与多个科研和工程项目，我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熟悉了从

需求分析、系统设计、软硬件调试到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我曾参与PET医学影像重建系统的

开发，利用GAN模型引入自注意力机制和U-

Net判别器优化重建效果；同时，我还在低剂量PET图像重建中引入扩散生成模型，有效提升

了重建图像的清晰度和信噪比。

此外，在跨专业领域知识方面，我结合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兴技术，针对复杂工程问题

进行了多学科交叉研究。例如，在医学影像重建项目中，融合了计算机视觉、医学影像处理

及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知识，实现了更优的图像重建效果，提升了模型的鲁棒性与泛化能

力。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丰富的工程实践，我已具备扎实的电子信息专业知识储备和较强的技

术应用能力，能够在复杂工程问题解决中发挥积极作用。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通过参与多个科研和工程项目，我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熟悉了从需求分析、系统设

计、软硬件调试到项目实施的全过程。我曾参与PET医学影像重建系统的开发，利用GAN模型

引入自注意力机制和U-

Net判别器优化重建效果；同时，我还在低剂量PET图像重建中引入扩散生成模型，有效提升

了重建图像的清晰度和信噪比。此外，我还负责开发了一个癫痫诊断系统，结合PET分子影

像、CT和MRI等多模态医学影像数据，设计了深度学习模型以实现智能辅助诊断。该系统包

含用户登录、数据转换与管理、图像重建、前端与后端交互等模块，显著提高了癫痫诊断的

效率和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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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方面，我结合自身所学知识，成功完成了多个工程实践项目，尤其在低

剂量PET图像重建任务和癫痫诊断系统的开发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多方面的综合能力。以低

剂量PET图像重建项目为例，该项目旨在利用仅5%剂量的PET扫描数据重建出接近全剂量图像

质量的医学影像。为此，我深入研究了生成对抗网络（GAN）和扩散模型等前沿深度学习技

术，提出了一种改进的网络架构，结合自注意力机制以更好地捕获图像中的细节特征。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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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入了U-

Net作为判别器，增强了模型对低剂量噪声和伪影的抑制能力。经过多次实验和模型优化，

该系统在清晰度、对比度及信噪比方面达到了预期目标，为临床低剂量PET成像提供了可靠

的解决方案。在癫痫诊断系统开发过程中，我结合PET、CT和MRI等多模态医学影像数据，提

出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辅助诊断方法。该系统首先利用PET图像进行癫痫病灶定位，

通过GAN模型提高图像质量以便于医生识别。其次，系统引入了医学影像配准算法，将多模

态图像对齐，以便将不同成像模式的信息综合分析。最后，基于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系统提

取了多维特征用于疾病识别和分级。该系统在测试阶段表现出较高的准确率和鲁棒性，有效

提升了癫痫患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效率。此外，针对两大项目的实现，我积极参与了系统设

计、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参数调优及部署优化等各个环节。通过不断试验和调整，我熟练

掌握了数据预处理方法（如归一化、数据增强）、模型优化技巧（如学习率调度、批归一化

）以及模型部署技术（如TensorRT加速、ONNX模型转换）等，确保了系统的稳定性和高效性

。针对数据量大、图像分辨率高等问题，我还引入了数据并行和模型并行技术，优化了模型

的内存使用和计算效率。在项目管理方面，我积极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推动项目按计划完

成。我负责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明确各阶段的目标和任务分工。同时，我还定期组织团队

会议，协调资源分配，及时解决项目实施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针对PET图像重建模型的性能

优化，我提出了一系列实验设计方案，分析各参数对模型性能的影响，成功将模型的推理时

间缩短30%，显著提升了系统的实时性和实用性。在文档编写与成果总结方面，我编写了详

细的项目技术文档，涵盖系统设计、模型训练、实验结果分析等内容，确保项目成果的可复

现性和可维护性。此外，我还积极参与学术论文撰写，向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会议投稿，进一

步推广了项目成果。通过这些努力，我不仅提升了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也为团队积累了宝

贵的工程经验和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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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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used Multi-scal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for low-dose PET 

images reconstruction

国际期刊
2025年01

月30日

BioMedical 

Engineerin

g OnLine

1/8  

一种基于扩散多尺度生

成对抗网络的三维PET图

像重建方法、系统及存

储介质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8

月19日

申请号：20

2411136520

.5

2/6  

一种普适性医学影像辅

助诊断系统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8

月26日

申请号：20

2411176148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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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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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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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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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rsarial Network for low-dose PET images 
reconstruction
Xiang Yu1, Daoyan Hu2, Qiong Yao3, Yu Fu4, Yan Zhong3, Jing Wang3, Mei Tian5* and Hong Zhang2,3,6* 

Abstract 

Purpos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convert low-dose PET (L-PET) images to full-dose 
PET (F-PET) images based on our Diffused Multi-scale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DMGAN) to offer a potential balance between reducing radiation exposure and main-
tain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Methods: The proposed method includes two modules: the diffusion generator 
and the u-net discriminator. The goal of the first module is to get different informa-
tion from different levels, enhancing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the generator 
to the image and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training. Generated images are input-
ted into the u-net discriminator, extracting details from both overall and specific 
perspectives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the generated F-PET images. We conducted 
evaluations encompassing both qualitative assessments and quantitative measures.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comparisons, we employed two metrics, structure similarity index 
measure (SSIM) and peak signal-to-noise ratio (PSNR)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diverse methods.

Results: Our proposed method achieved the highest PSNR and SSIM scores 
among the compared methods, which improved PSNR by at least 6.2% compared 
to the other methods. Compared to other methods, the synthesized full-dose PET 
image generated by our method exhibits a more accurate voxel-wise metabolic inten-
sity distribution, resulting in a clearer depiction of the epilepsy focus.

Conclus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demonstrates improved restoration of original 
details from low-dose PET images compared to other models trained on the same 
datasets. This method offers a potential balance between minimizing radiation expo-
sure and preserving diagnostic performance.

Keywords: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Deep learning, Image reconstruction, Low-
dose PET

Introduction
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edical imaging technologies, PET plays a key role 
in navigated surgery, medical assessment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1], which detects 
biochemical and physiological changes unlike other imag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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