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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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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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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子信息专业的学习中，我的研究方向集中在通信工程，特别是高速激光通信和网络通信

在FPGA平台上的开发工作。在多年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我系统地掌握了通信领域的基础理

论和核心技术，特别是在数字信号处理、通信原理、网络协议以及硬件开发等方面，建立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我深入理解了通信系统的基本原理，包括模拟与数字信号的传输、调

制与解调、信道编码与解码以及误码率分析等。我熟练掌握了各种调制方式的优缺点，能够

根据不同的通信环境选择最适合的调制方式，以提高系统的传输效率和抗干扰能力。特别是

在高速激光通信领域，我将这些理论知识应用于优化信号传输，确保在高频率和复杂信道条

件下，系统能够保持稳定的传输质量。与此同时，我深入掌握了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基

本方法，如傅里叶变换、卷积运算和滤波器设计等。这些技术在高速激光通信系统中具有重

要意义，特别是在实时数据传输过程中，它们帮助我高效地提取和恢复信号，有效抑制噪声

并增强信号质量。在网络原理与协议方面，我对网络层次结构有了全面的理解，尤其是在以

太网协议、IP协议、UDP/TCP协议的实现与优化方面，我积累了深入的研究经验。在高速通

信系统中，我能够根据特定的需求设计高效且低延迟的协议栈，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实

时性，从而满足高带宽和低延迟的严苛要求。

在专业技术知识方面，我熟练掌握了Matlab仿真工具，能够在设计初期对算法和系统进行预

演仿真，从而发现潜在问题并进行优化。此外，我在FPGA开发中，熟悉硬件描述语言（Veri

log、VHDL）的使用，能够设计复杂的数字电路与系统。对于高速信号处理和实时通信系统

的开发，我熟练掌握了FPGA硬件平台的配置与调试，能够高效地实现数据流的并行处理和调

度。通过精细的时序与资源约束优化，我能够实现高效且稳定的通信系统。在数字通信技术

方面，我熟悉数字通信系统的设计与优化方法，包括信道编码、同步、误码率控制等技术。

尤其在高速激光通信领域，我重点解决了如何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保持稳定的信号传输，并

确保数据的可靠性与实时性。这一方面的技术积累对我设计的激光通信系统在复杂环境中的

稳定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丰富的网络通信实践，我对网络协议栈的工作原理有

了深入理解，并掌握了如何针对不同需求进行协议优化。例如，在星间高速激光通信项目中

，我针对数据包路由和调度进行了优化，成功提高了通信效率，并显著减少了系统的延迟。

总之，通过对通信原理、信号处理、网络协议和硬件开发等基础理论与专业技术的深入学习

与实践，我在高速激光通信和网络通信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理论知识、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为未来的科研工作和工程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我的工程实践经历中，我参与了多个涉及高速激光通信、网络通信、FPGA开发与实现的项

目。这些项目使我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通过系统设计、算法优化与硬件

实现，不断提升自己的工程能力。我将简单罗列我的工程实践经历如下：

1、PAM体制激光通信算法与实现（2021.9 ~ 2022.2）

在这个项目中，我参与了基于PAM调制解调方式的激光通信收发机算法设计与实现。我负责

了基于Matlab的算法仿真，进行PAM调制解调、帧头检测、定时同步、均衡器模块的设计与

仿真。在算法优化过程中，我重点解决了信号失真和噪声问题，通过设计高效的算法框架，

提高了激光通信系统的传输性能。此后，我在FPGA平台上完成了发射机的硬件实现，并通过

激光回环链路进行硬件测试，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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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面超视距激光通信（2022.2 ~ 2022.7）

此项目的目标是在Xilinx-K7-

FPGA平台上实现地面超视距的1Gbps激光通信。我负责了基于三速以太网IP核的网络通信部

分，并通过UDP协议和MCBSP串口协议，设计了数据传输和外设交互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

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设计有效的流量控制机制，确保数据能够稳定传输并防止带宽过载。

在此基础上，我通过令牌桶算法实现了数据流量整形，有效避免了网络拥堵，保障了数据传

输的实时性和可靠性。

3、深海图像传输系统（2022.7 ~ 2022.10）

在该项目中，我负责了基于UDP协议的图像传输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我们需要将深海图像实

时传输至水下舰艇控制中心，我负责的是通过UDP协议组帧并实现图像数据的实时传输。在

项目中，我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图像数据在复杂网络环境下的稳定传输，尤其是在出现丢

包的情况下如何重传数据。我设计了UDP协议的重传机制，并通过流量整形技术确保了数据

传输速率的稳定性。

4、星间高速激光通信与组网技术研究（2022.11 ~ 2023.5）

该项目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一个支持10Gbps星间激光通信的交换设备，我负责基于Xilinx-V7-

FPGA平台实现相关硬件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入理解了星间通信的高需求，掌握了如何

在空间复杂的环境下，通过合理设计网络协议、数据拆分与重组方案、队列调度机制等手段

，实现稳定的高速通信。通过优化FPGA平台的资源利用与时序控制，我成功提升了系统的通

信效率，并保障了高可靠性。

这些工程实践不仅增强了我对专业技术的掌握，也让我在实际项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

学会了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提高了自己在系统设计、算法优化、

硬件实现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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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参与了多个与高速激光通信及网络通信相关的实际工程项目，特别是在

FPGA平台上的开发与应用，这些项目极大地锻炼了我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的

能力。以下我将仔细介绍较为系统与复杂的星间高速激光通信与组网技术研究项目：

案例：星间高速激光通信与组网技术研究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一个能够支持星间10Gbps激光通信及1对4的路由交换的设

备，最终在Xilinx-V7-

FPGA平台上实现。该项目的核心挑战是如何高效且稳定地实现高达10Gbps的星间通信，并确

保在不稳定的光链路环境下也能提供可靠的服务。我的主要职责包括网络通信、分片聚合、

队列调度、异常保护和路由交换的设计。

    
网络通信与分片聚合：为了实现星间通信的高效传输，我首先基于Xilinx平台实现了设备终

端和数据源之间的10G以太网通信，并为后续的激光通信传输数据流做好了适配工作。特别

地，我设计了一种高效的分片聚合机制，以实现以太网数据与空间数据帧之间的无缝转换。

由于星间通信在光链路环境中的复杂性，传输过程中的延迟和丢包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在

设计过程中，我着重关注了如何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高吞吐量。针对这一挑战，我设计了一

种适应空间光链路通信协议的分片聚合机制，确保万兆以太网帧能够自适应地拆分与重组，

以适应不同信道条件和网络负载。该机制能够根据传输环境的变化，动态调整数据包的分片

大小与聚合策略，从而避免了数据包在传输过程中的阻塞，并优化了带宽利用率。通过这一

优化设计，系统能够在复杂的传输环境中保持稳定的数据传输，显著提高了通信链路的容错

能力和带宽利用效率。这不仅为后续的激光通信链路数据传输奠定了基础，还增强了系统的

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确保了在不稳定的光链路环境下，数据依然能够高效、准确地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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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调度与异常保护：在星间通信中，由于光链路的不稳定性，网络可能会出现带宽拥堵和

风暴现象，这对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造成了较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我设计了

基于DDR3的共享缓存队列调度方案，通过合理的队列管理和数据优先级控制，确保了在网络

拥堵的情况下，关键数据能够优先传输，避免了延迟过高或丢包的情况。同时，为了提高通

信的可靠性，我设计了握手机制和误码保护机制，以应对信号衰减、光束偏移等光链路异常

带来的问题。通过这些技术措施，设备具备了自适应建链的能力，即使在网络环境不稳定的

情况下，设备依然能够快速恢复通信并继续进行数据交换。

路由交换机制：在星间通信中，如何高效地管理多个数据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

在多星座组网的场景下，数据的交换效率和路由选择对系统性能影响巨大。我设计了一个二

层MAC地址交换机制，能够实现通信终端之间的多通道数据交换。这一设计能够有效避免数

据包的丢失和重复传输，进一步提高了数据交换的效率。通过在FPGA平台上实现这一交换机

制，我们成功降低了数据交换过程中的延迟，提升了系统的吞吐量。

时序优化与硬件实现：在FPGA开发过程中，时序优化是提高系统性能的关键。为了确保10Gb

ps通信的稳定性，我针对FPGA资源进行了精细的时序分析与优化，确保每个模块的时序约束

得到满足。通过合理利用FPGA的并行计算能力，我成功实现了高速数据流的并行处理，提高

了整个系统的数据吞吐量，并保障了其实时性。

项目成果与技术突破：通过以上技术的优化与实现，我们成功开发出了支持10Gbps星间激光

通信的交换设备，并在模拟的星间环境下进行了严格的测试。测试结果表明，在复杂的光链

路环境下，系统能够稳定运行，并且具备较高的抗干扰能力。项目的成功不仅验证了我在FP

GA平台上的设计能力，还让我深入理解了高速激光通信在极端环境下的工作机制。

在这个项目中，我不仅深化了对高速激光通信系统的理解，还在FPGA平台的设计和实现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高速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保障方面，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突

破。通过与团队成员的紧密合作，我学会了如何将理论与实际需求结合，优化设计方案，提

升系统的整体性能。此外，该项目还让我进一步认识到在高速通信系统中，硬件与协议的协

同设计至关重要，任何一方面的疏忽都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未来在

类似的系统设计中，我会更加注重硬件与协议的深度整合，并努力优化系统各个层次的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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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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lti-UAV Deployment 

in Complex Mountain 

Marathon: Two-Tier 

Relay and 

MultiObjective 

Genetic Optimization

会议论文
2024年11

月19日

 The 4th 

Internatio

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Informatio

n and 

Communicat

ion 

Engineerin

g (EICE 

202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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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威海激光通信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异轨星间高速激光通信终端研制。时间：2022.7.1-

20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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