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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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系统学习了电子信息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知识，为本次实践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专业课程中，我深入掌握了医学信号处理、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数据挖掘等核心课程，能够熟练运用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等信号处理方法对多模态数据进

行分析，并利用Python等工具实现算法开发与优化。同时，我对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有深入研究，特别是在医学图像处理、生理信号分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本次实践

中，我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睡眠疾病的诊断研究中。通过对睡眠多导图（PSG）信号的处理与

分析，我运用了时频分析和特征提取技术，结合深度学习模型实现了自动睡眠分期，显著提

升了分期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我还利用数据库技术和统计学方法，构建了睡眠量表数据

的自动化处理流程，解决了数据录入和管理的难题。在机器学习模型的开发中，我熟练运用

了特征选择、模型训练和性能评估等技术，成功挖掘了与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显著性特征，

构建了高精度的预测模型。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邵逸夫医院的工程师专业实践期间，我深入参与了“AI辅助睡眠疾病诊断”项目的开发，

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首先，我通过与医院医生和技术团队的密切沟通，全面了解了

睡眠疾病诊断的临床需求和技术痛点，明确了项目的目标和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主导了睡

眠多导图（PSG）数据的预处理和分析工作，运用信号处理技术对脑电、眼电、心电等多模

态生理信号进行去噪、特征提取和标准化处理，为后续的AI模型开发奠定了数据基础。在技

术实现方面，我设计并开发了一套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睡眠分期算法。通过构建卷积胶囊网

络和基于自注意力机制分类器网络的混合模型，我成功实现了对睡眠分期的自动化处理，将

原本需要数小时的人工分期时间缩短至几分钟，同时保持了与人类专家相当的准确率（85%

）。此外，我还使用react+django框架开发了睡眠量表数据的自动化录入平台，利用数据库

技术和前端开发工具，实现了量表数据的高效收集、存储和管理，显著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效

率。在项目后期，我结合机器学习方法，挖掘了睡眠多导图特征与睡眠量表数据之间的关联

性，构建了睡眠呼吸暂停严重程度的预测模型，准确率达到90%。这一成果不仅为睡眠疾病

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也为后续的临床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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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全世界共有 

27%的人受不同程度的睡眠疾病困扰，近年来我国各类睡眠疾病的人数占比已经达到 

3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睡眠障碍疾病可以主要分为失眠、睡眠呼吸障碍、睡眠相关运动

障碍等七大类，其中，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是常见的慢性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睡眠，其特点是睡眠过程中反复出现上气

道部分或完全阻塞，导致呼吸暂停或低通气现象。人工完成睡眠分期和事件标注，并生成睡

眠评估报告，包括睡眠潜伏期、总睡眠时间、睡眠效率、觉醒次数及睡眠纺锤波密度等参数

。尽管 PSG 

能够全面评估睡眠质量并支持睡眠相关疾病的诊断，但其操作过程成本高昂，耗时耗力且对

医师的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在睡眠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难以广泛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睡眠疾病辅助诊断方法成为研究热点。

这些方法通过分析少量生理信号，自动完成睡眠分期和事件标注，显著提升了诊断效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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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于采集通道数的限制以及对睡眠微结构特征研究的不足，这类方法在准确率和可解释

性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针对上述问题，在实践中研究了基于脑电和眼电信号的睡眠疾

病辅助诊断算法，提出了两方面的改进：一是构建一种可解释自动睡眠分期算法，完成鲁棒

性强、准确率高的睡眠分期任务，并给出符合睡眠医学手册的可解释分析；二是构建一种创

新的数字化疾病标志物构建方法并有效的挖掘睡眠微结构特征并将其量化成疾病数字标志物

，旨在建立客观、高效的辅助诊断体系从而实现睡眠疾病的智能辅助诊断。除此以外，为促

进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开发了一个基于B/S 

架构的睡眠疾病辅助诊断平台。该平台整合了自动睡眠分期、疾病辅助诊断和睡眠量表管理

功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全面且便捷的诊断决策支持工具。

本成果以探究睡眠疾病标识物为主题建立智能睡眠专病平台，通过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数据

库交叉方法，以睡眠多导图和睡眠量表为切入点，致力于构建特征工程，将睡眠多导图和睡

眠量表转化为可理解的结构并探究与疾病相关的显著性特征。所作成果的功能如下：

1.针对于睡眠多导图，睡眠分期是提取睡多导图的基本步骤和进行疾病诊断的前提，本平台

提供了一种兼顾准确性和可解释性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睡眠分期算法，旨在解决睡眠分期

临床可用的难题，将花费人类专家数小时的人工分期用时缩短至原来的十分之一，正确率也

达到人类专家水平（85%左右）。

2.建立睡眠量表数据库和录入平台，提供了一套对睡眠量表数据收集、特征提取、数据结构

设计的流程，将医生从手动输入量表信息于数据库这一繁琐过程中解放出来，将医生录入效

率提升数倍。

3.挖掘客观评价指标例如睡眠多导图及睡眠分期特征和主观评价指标例如焦虑量表得分、抑

郁量表得分等，找出与睡眠呼吸暂停严重程度显著性相关的特征，构建机器学习算法，建立

特征-

睡眠呼吸暂停严重程度的映射关系，准确率达90%。这些特征作为睡眠疾病标识物为睡眠疾

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一研究对于促进睡眠研究、帮助医学领域发现潜在睡眠障

碍患者并及时提供医学帮助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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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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深度胶囊网络

的睡眠分期及可解释性

分析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5年05

月17日

申请号：20

2410615522

.6

2/6  

用眼震参数的良性阵发

性位置性眩晕辅助诊断

方法及系统 

发明专利申请
2025年06

月12日

申请号：20

2410754718

.3

2/6  

智能睡眠专病量表软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5年07

月18日

登记号：20

24SR102401

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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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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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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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1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B 座 1103 室 杭州求是

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超(0571-87911726-817)

发文日：

2024 年 05 月 17 日

申请号：202410615522.6 发文序号：202405170123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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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6155226

申请日：2024 年 05 月 17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余锋,黄燚,罗威,张力三,徐佳慧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深度胶囊网络的睡眠分期及可解释性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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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页,权利要求项数 ： 9 项

说明书 1 份 14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超-241-184-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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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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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1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B 座 1103 室 杭州求是

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林超(0571-87911726-817)

发文日：

2024 年 06 月 12 日

申请号：202410754718.3 发文序号：2024061201565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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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7547183

申请日：2024 年 06 月 12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余锋,黄燚,罗威,杨怡,陈佳鹏,徐凌华

发明创造名称：用眼震参数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辅助诊断方法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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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页,权利要求项数 ： 9 项

说明书 1 份 6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超-241-238-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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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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