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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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所属方向为视频编码。通过两年半的学习和专业实践经历。在基础理论知识方法，本人

熟悉目前常用的 H.264、H.265 

视频编码标准的基本框架和各模块的工作原理，同时对视频编码当中的前处理、率失真决策

、参考帧选择的相关算法有一定研究。在专业技能知识方面，本人通过专业实践的工作熟悉

了开源编码器 x264、x265 

的代码框架，同时具有根据要求对编码器内核算法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和优化的能力，目前

已有的优化实践主要集中在编码器的前处理、率失真决策、参考帧选择三个模块，不过通过

一定时间的前置知识学习，本人也可以实现对其它模块的优化。同时在编码框架之外，本人

熟悉常见视频编解码器的调用方法、不同视频编码器的性能检测方法，撰写过视频编码器的

一键测试脚本，同时在编程语言上，本人对于 c++/python/shell脚本 

等编程语言相对较为熟悉，可以根据要求进行程序编写、错误调试和算法优化。综上所述，

可以认为本人对于所属方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已实现基本掌握。

2. 工程实践的经历

本人的专业实践经历为校企合作研究项目，项目在网易云信进行。网易云信部门为网易智企

旗下的的移动互联网IM和音视频功能PaaS供应商，用户可通过网易云信的 SDK 

快速在APP内集成IM、实时音视频、直播、点播、短视频、互动直播、互动白板等能力。本

人项目题目为基于大时间跨度相关性的视频编码优化，其主要面向网易云信的短视频、点播

场景，目的为复现并优化前沿的基于场景知识库的编码方案，该方案对原有编码器难以去除

的视频大时间跨度相关性做了针对性优化，优化结果将会整合至网易云信内部的编码器之中

。

项目的优化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 在 x265 上对大跨度编码算法进行复现，修改 x265 编码端和 ffmpeg 

解码端，实现基于众包的知识图像选择算法，实现大跨度码流的正确编解码 

2. 
在自适应量化上对大跨度算法进行性能优化，基于真实的参考结构构建知识图像的失真传递

链，提升知识图像自适应量化效果 

3. 
尝试进行知识图像选择算法的优化，优化选择时的知识图像候选抽取逻辑以及知识图像参考

贡献衡量指标 

4. 
尝试在前处理方向对大跨度编码进行优化，包括背景建模和时域滤波，消除知识图像的前景

污染和噪声污染。

最终的优化结果为，实现了对场景知识库算法的移植，同时通过优化解决了原有场景知识库

算法在短视频、点播的长 I 

帧设置下性能显著下降的问题，解决了原有场景知识库算法对内容质量较差，含有高噪声的

视频无法起到增益的问题，优化后的场景知识库算法相比优化前在 HEVC 序列上可以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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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的等 SSIM 下的编码体积削减（I 

帧间隔越大，削减越大），相比未移植场景知识库算法的 x265 在 HEVC 序列上实现了等 

SSIM 下 30%-40% 的体积削减，在 MSU 序列实现了等 SSIM 下 18% 

的编码体积削减。项目已通过阶段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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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例为在网易云信进行的校企合作研究项目。网易云信部门为网易智企旗下的的移动互联

网IM和音视频功能PaaS供应商，其服务覆盖实时音视频、直播、点播、短视频等多个场景。

本人项目题目为基于大时间跨度相关性的视频编码优化，其主要面向网易云信的短视频、点

播场景，目的为复现并优化前沿的基于场景知识库的编码方案，该方案对原有编码器难以去

除的视频大时间跨度相关性做了针对性优化，有利于进一步提升网易云信编码器在点播、短

视频中的编码效率，降低带宽成本。由于保密因素，优化主要在开源编码器 x265 

上进行，随后代码由网易专家进行整合。

本项目主要分为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在 x265 

中实现对场景知识库算法的整合。场景知识库算法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长期参考帧选择算法

，其通过预分析视频生成知识库，随后以知识库中的知识图像作为视频各个场景的长期参考

帧。具有相同内容但是出现在视频不同时间片段的场景可以参考同一知识图像去除其中的长

时冗余。复现场景知识库算法主要需要复现场景知识库的生成算法以及在 x265 

上实现长期参考帧，前者参考论文《Crowdsourcing Based Cross Random Access Point 

Referencing for Video Coding》中的众包算法进行实现，后者参考 ITU-T 的 H.265 

标准对 x265 的 RPS 

构建、参考帧列表的生成算法和重排算法进行修改。在实现长期参考帧的过程中遇到了编解

码不一致的问题，通过对比标准和 ffmpeg 的解码函数发现问题来自于 x265 与 ffmpeg 的 

MVP 生成逻辑不同，x265 

在邻域块与当前块的参考帧类型一个为短期参考帧，一个为长期参考帧时没有做特殊处理，

导致最终 MVP 生成结果不一样。通过修复 x265 的 MVP 

生成逻辑，最终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步骤是实现知识图像的时域自适应量化，该算法可以理解为基于失真传递分析对知识

图像的各个区域的编码质量进行自适应的调整，对于失真向后续帧传递较多的块提升编码质

量，对于失真不会向后续帧传递的块降低编码质量。原知识图像的自适应量化方法忽视了 

P、B 

帧对知识图像的直接参考，因此失真传递估计不够准确，本案例实现优化在失真传递链的构

建上优化了预设的参考结构，与知识图像的真实参考关系相匹配，大幅提升了在 I 

帧间隔较长（此时长时冗余主要在 P、B 帧）时知识图像自适应量化的准确性。

第三个步骤是实现知识图像的选择的优化，知识图像的选择分为候选抽取和知识图像选择两

个环节，原知识图像候选的抽取方法使用 I 

帧作为候选，候选抽取的分布与视频的长时冗余分布不匹配，本案例提出了基于长期参考帧

选择的候选抽取算法，首先基于快速的长期参考帧选择算法建模长时冗余分布，随后按照建

模的分布抽取知识图像候选，提升了知识图像候选抽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原有的知识图

像选择使用候选与视频帧的图像级相关性指标（比如直方图熵或者运动搜索损失）衡量知识

图像的参考贡献，无法准确建模知识图像作为长期参考帧的增益，本案例以第二步骤计算的

知识图像的失真对整个视频失真的影响建模知识图像作为长期参考帧的增益，提升了知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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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增益计算的准确性。

第四个步骤是知识图像增强的优化，本案例针对在测试序列中存在的前景污染和噪声污染提

出了知识图像的背景建模和基于时域滤波的去噪方法，显著提升了知识图像的增益在不同的

测试视频质量下的稳定程度。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优化，实现了对场景知识库算法的移植，同时通过优化解决了原有场景

知识库算法在短视频、点播的长 I 

帧设置下性能显著下降的问题，解决了原有场景知识库算法对内容质量较差，含有高噪声的

视频无法起到增益的问题，优化后的场景知识库算法相比优化前在 HEVC 序列上可以起到 

10%~15% 的等 SSIM 下的编码体积削减（I 

帧间隔越大，削减越大），相比未移植场景知识库算法的 x265 在 HEVC 序列上实现了等 

SSIM 下 30%-40% 的体积削减，在 MSU 序列实现了等 SSIM 下 18% 

的编码体积削减。实验结果证明了优化后算法对视频压缩性能的较大提升。项目已通过阶段

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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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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细粒度化的场景知

识库构建以及作用范围

决策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12

月04日

申请号：02

311648901.

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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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分（要求80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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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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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00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环园北路 16 号 2 幢 2 楼 208 室 杭州

宇信联合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娄聪(0571-87205291)

发文日：

2023 年 12 月 05 日

申请号：202311648901.7 发文序号：202312050058873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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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6489017

申请日：2023 年 12 月 04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郑钰杰,于化龙,李英明,韩庆瑞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细粒度化的场景知识库构建以及作用范围决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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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17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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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00041231-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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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云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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