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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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基础理论层面，我深入学习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处理等核心知识，掌握了

模型训练、优化方法以及大规模数据分析的基本原理。我熟悉常见的算法，如决策树、支持

向量机、神经网络以及Transformer等，并能够根据具体任务选择合适的模型。此外，我还

掌握了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前沿技术，并能够结合具体场景进行算法开发与优化。

其次，在专业技术层面，我具备扎实的编程能力，熟悉Python、TensorFlow、PyTorch等主

流AI框架，并能够独立搭建深度学习模型。同时，我掌握了数据预处理、特征工程、模型评

估等关键技术，能够高效处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优化模型的计算效率和预测精度。此外，

我还具备一定的分布式计算与云计算知识，能够在高性能计算环境中进行模型训练和部署。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工程实践是提升个人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实践中，我不仅需要掌握核心技术，还需要应对项

目中的各种挑战，如团队协作、项目管理、问题解决等。我在杭州华为企业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进行了长期专业实践，在华为2012中央研究院参与了AI4S和LLM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中，

不仅掌握了AI4S相关的核心技术，还培养了在复杂项目环境中应对挑战的能力，包括团队协

作、项目管理和问题解决等。在多个实际项目的实践过程中，我逐步提升了自己在数据处理

、算法优化、系统集成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同时也增强了与团队协作和高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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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杭州华为企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进行了长期专业实践，主要在华为2012中央研究院参与

了AI4S和LLM的相关研究。我参与了工业人工智能项目的开发，负责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

到系统部署的全过程。这一过程要求我不仅具备扎实的人工智能技术基础，还要能够高效应

对大规模业务的复杂可复用可扩展情况，提升模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因此，在实践过程中

，我与团队成员紧密合作，针对不同数据源的特点优化数据预处理流程，使数据质量得到显

著提升。此外，为了提高模型的训练效率，我们尝试了多种优化策略，包括引入并行计算、

采用高效数据存储方式、调整特征选择策略等。通过这些优化，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的整体

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进一步提升了系统的适用性和实用价值。在AI4S项目的推进过程中，

我深刻认识到团队协作在工程实践中的重要性。面对数据处理的瓶颈问题时，我与团队成员

进行了多次深入讨论，针对数据特征进行详细分析，最终确定了一种新的方法，使数据流处

理的效率得到优化。这种合作不仅加快了问题的解决进程，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在团队中分工

协作，高效沟通，合理调配资源，从而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在AI4Weather项目中，我专注

于气象预测模型的优化，重点在于提升预测的准确性和实时性。气象数据具有复杂性和高度

时变性，需要采用更加精细的建模方法来提高预测效果。为了更好地理解气象数据的特性，

我深入研究了端到到建模的方法，并结合Transformer等深度学习技术构建了预测模型。在

实践过程中，我发现区域气象预测模型的任务要求不同于主流的全球模式气象预测，尤其是

数据量相对更小，严重限制了模型的实际表达能力。针对这一问题，我灵活调整模型的输入

气象要素，融合了传统气象大模型的预测能力，以增强模型的适应能力。这种改进使得模型

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预测误差除了模型优化之外，气象数据的高效处理和推理速度同样是项

目中的关键挑战之一。在应对大规模气象数据时，我研究并尝试了多种优化手段，例如使用

分布式计算架构进行数据处理，采用高效存储格式减少数据加载延迟，并结合边缘计算的思



4

路优化模型推理速度。这些技术的结合，使得气象预测系统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成更加精

准的预测结果。在项目过程中，我有机会与行业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学习他们在工程应用中

的实践经验和技巧。专家们的指导不仅让我掌握了如何在云端部署高效计算架构，还帮助我

理解了工业级应用对模型推理速度和计算资源的严格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不断优化自己的

代码结构，使系统的计算资源利用率更高，预测任务的响应速度更快。这种在真实工程环境

中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使我能够在面对复杂的实际问题时迅速做出决策，并找到有效的解

决方案。总体来看，这些工程实践经历不仅加深了我对AI4S相关技术的理解，还让我在团队

协作、项目推进、复杂问题求解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提升。通过多个项目的实践，我不仅增

强了对数据处理、模型训练和系统优化的理解，也培养了工程思维，使我能够从整体上把握

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和社会应用中的落地方式。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挑战，我学会

了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习新技术，并灵活运用到实际应用中，以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和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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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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物理信息神经网络

的双相流体模型求解软

件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5年01

月17日

登记号：20

25SR011705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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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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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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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件 名 称： 基于物理信息神经网络的双相流体模型求解软件 
[简称：双相流体模型求解软件] 
V1.0

著 作 权 人： 浙江大学

权利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权 利 范 围： 全部权利

登 记 号： 2025SR0117054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的

规定，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14773252号

2025年0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