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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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系统掌握了机器视觉、物联网及安防监控领域的专业理论和技术知识，包括深度学习、

计算机视觉算法、图像语义表示等关键技术方法。具体而言，在深度学习方面，精通卷积神

经网络（CNN）的基本结构和优化策略，如卷积运算、批量归一化、残差连接、深度可分离

卷积等。掌握了基于图像语义表征的视频监控异常检测方法，熟悉自监督学习、对比学习以

及知识蒸馏理论。此外，还深入理解了多模态学习方法（如CLIP、VIST），掌握了如何从多

模态大模型中有效提取语义信息并用于实际的图像表征优化。本人还熟悉资源受限设备上的

模型轻量化设计与优化部署的相关技术，能够针对不同硬件平台高效实现视觉算法部署和应

用。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工程实践方面，本人积极参与了浙江大学与相关企业的合作项目，承担了物联网终端设备

上异常事件自动检测的关键研发工作。首先，参与了针对低成本视频监控设备（如IoT终端

芯片K210）的异常检测技术研发，独立完成了基于图像语义表征的轻量化模型开发与优化。

其次，在实验室环境与实际场景中，搭建并调试了轻量级卷积神经网络，基于图像语义特征

实现异常检测，解决了在资源受限终端设备上高效部署的技术难题。此外，通过自主开发的

图像编辑管道生成训练数据，增强了模型泛化能力。工程实践使本人深入理解从需求分析、

方案制定、模型设计到落地部署的完整流程，并积累了丰富的物联网与安防监控领域的项目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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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在实际工程工作中承担并解决了“面向低成本视频监控终端的异常事件智能检测系统”

的研发工作。传统视频监控系统虽然广泛应用，但在异常事件的自动化实时监测上存在明显

不足，依靠人工长时间观察视频流效率低下且容易疏漏关键事件。针对这一问题，本人综合

运用机器视觉、物联网、深度学习等技术知识，开发了适合低成本IoT终端的轻量级视频监

控异常检测方法。

在项目启动阶段，我充分分析了视频监控设备受限的算力和存储能力等限制条件，选择适用

于实际场景的轻量级CNN模型架构。在具体研发中，设计了一种基于图像语义表征的异常检

测方法，将视频帧转换为特征嵌入向量，并与预定义的正常样本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异常事

件的发生。这种方法避免了传统监督学习对特定异常事件的依赖，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和可扩

展性。同时，通过自监督学习与知识蒸馏方法，将多模态大模型的语义特征隐式地融入轻量

化单模态CNN模型中，使其在低成本、资源受限的IoT芯片（如K210）上运行，最终实现了异

常检测精度达98.7%，检测速度达到每秒9.4帧，满足了企业实际部署的严格要求。

此外，为了克服数据不足和多样性问题，开发了一种创新的数据生成管道，结合多模态大模

型理解场景语义，自动生成各种潜在异常图像进行训练数据扩增。这有效提高了模型对不同

场景的泛化性和可靠性。

在企业实际应用场景中，如何快速、准确地自动检测异常事件（如火灾、入侵或违规停车）

一直是困扰行业的复杂工程问题。以往的解决方案依赖于预定义的异常事件检测模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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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通用性差、模型复杂度高，难以部署在低成本IoT设备上。本人的研究旨在解决这一

现实难题，并已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项目首先面临的复杂问题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低成本终端设备上，实现高精度、实时的视

频异常检测。本人在深入分析需求后，选择了基于图像语义表征的异常检测框架。这种方法

不仅能够满足实时检测的要求，还能适应不同的异常场景，解决了以往方法普适性不足的问

题。

研发初期，本人发现传统基于对比学习的图像嵌入方法难以明确包含语义信息，严重影响异

常检测的准确性。为此，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轻量级图像语义表征训练方法，通过知识蒸馏技

术，将多模态大型模型（如CLIP、VIST）所具有的丰富语义信息转化为单模态的CNN模型权

重。这一过程有效提升了CNN模型在有限计算资源下的语义表征能力。具体而言，本人设计

了一个由Triplet 

Loss和均方误差（MSE）损失联合组成的损失函数框架，确保模型能够有效区分正常与异常

事件。这一方法经实验证明在本企业的真实场景中取得了98.7%的异常检测准确率，远高于

传统的SIFT特征匹配（56.2%）和单纯的CNN分类模型（77.6%），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方法泛

化能力差的问题。

在实际实施中，为了增强模型泛化性和对未知异常事件的检测能力，本人进一步开发了一种

图像到图像的自动生成技术。通过多模态大模型（如GPT-

4o、LLAVA）理解图像语义场景，再利用图像编辑模型生成异常图像，构建了超过1000张高

难度负样本数据集，解决了数据不足且收集困难的复杂工程难题。这种创新的数据增强策略

大幅提高了模型在实际场景下的表现，使得模型在各种复杂场景中依然保持高度准确的检测

能力。

同时，针对企业实际需求，本人还优化设计了一种适合IoT终端设备的轻量级CNN网络结构。

该网络仅采用基础的卷积、池化、批归一化和残差连接操作，避免了复杂算子的应用。通过

精确的模型结构设计，减少参数量，仅为6.1M参数，运行速度和精度均优于同类传统架构（

如ResNet、MobileNet）。在资源受限的企业级IoT设备（K210芯片）上成功部署后，企业反

馈表明，系统实际应用效果显著，异常事件漏检率低、误报少，显著提高了安全管理效率，

并节约了大量的人力成本，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本人通过全面、深入地掌握的机器视觉、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创造性地

提出并成功落地了一套低成本、高效的异常事件检测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企业视频监控中面

临的实际复杂工程问题，实现了显著的技术创新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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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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ightweight Video 

Surveillance Anomaly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Image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会议论文
2024年10

月14日

Internatio

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

ce of 

Things and 

Systems 

(AIoTSys 

2024)

1/3
EI会议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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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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论文网络搜索页截图：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1078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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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论文首页： 

https://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1078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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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I 收录证明： 

https://www.engineeringvillage.com/search/quick.url?SEARCHID=68aec7cd

992345839acdd333644d4b74&COUNT=1&usageOrigin=recordpage&usageZone=bac

ktoresult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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