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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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方面，本人按照专业培养方案完成所有专业

课程的学习，通过课程考核并取得优秀结果，熟悉行业技术需求，系统性掌握了专业理论知

识以及研究方法；通过在公司的实践训练熟知电子信息领域内企业采用的新技术、新流程、

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新设备、先进生产方式、国内外技术前沿发展现状与趋势，基本

了解行业技术标准及职业规范等，并具备一定的跨领域专业知识积累。

      
在工程实践方面，通过实际参与企业项目工程建设，掌握项目建设方案、执行项目计划任务

、应对项目建设突发情况等能力，可以独自应对压力与挑战，具备对环境和岗位的适应力；

能综合运用先进仪器设备、专业软件、企业现场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等现代研究工具和研究

方法开展工程建设和项目研究工作；通过小组共同完成项目具备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富有

团队合作精神，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组织协调、激励授权等领导能力；具有一定的工程思

维养成及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合作能力。例如，本人曾两次在实际企业进行专业实践，分

别参与新一代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大型实验装置-

电力数字孪生模型开发项目及安全相关控制系统的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架构设计与规范，实践

期间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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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本人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

安全一体化智能控制设备的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应用，主要负责子课题安全相关控制系

统的全生命周期安全一体化架构设计与规范的算法开发部分，经过对所学知识的熟练应用，

开展了安全相关控制系统安全验证理论技术研究，包括面向继电器设计的形式化验证、PLC

结构化文本的形式化可执行语义及并发反应系统形式化语义与验证理论研究。首先对安全继

电器的基本功能结构和电路模块进行形式化描述，在 SMT 

求解器中描述电路逻辑和安全功能，对其进行求解验证；开发了 K 框架中 ST 

的形式化可执行语义 K-ST，可用于评估不同 ST 

实现的正确性和一致性。我协助参与了通过应用 K-ST 验证开源 OpenPLC 

平台的实现，比较几个测试程序的执行情况，发现了编译器中的五个错误和九个功能缺陷。

在并发反应系统形式化语义与验证理论研究中，通过定义分层的公有资源拓展现有的并发反

应系统的语义，并在此语义的基础上实现基于分离逻辑和 RGSep 

技术的两套验证框架。我们使用Isabelle/HOL 

实现我们的语义和证明框架并使用其证明了一个简单的内存管理模块的功能正确性。我还参

与了《安全相关控制系统全生命周期安全一体化体系架构规范》的编写。其次，样机研制方

面，我们研制了实时以太网运动控制原理样机设备，支持EtherCAT 实时以太网总线，支持 

64 轴以上的同步运动控制；研制了脉冲型运动控制原理样机设备，支持 6 

轴的同步运动控制。最后，组件开发方面，我们研制了实时以太网运动控制原理样机设备，

支持 EtherCAT 实时以太网总线，支持 64 

轴以上的同步运动控制；研制了脉冲型运动控制原理样机设备，支持 6 

轴的同步运动控制。该项目的主要技术难点在于制定安全一体化标准规范，基于架构分析与

设计语言的安全属性形式化描述与分析，提供功能安全与信息安全耦合问题的可靠分析验证

手段，建模并验证控制系统的安全PLC控制模块，发现和修复安全漏洞和隐患，保障核心模

块的安全，形式化验证操作系统关键模块。设计开发综合安全增强防护模块组件。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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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问题技术难点的处理，我充分了解安全相关控制系统的全生命周期安全一体化问题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安全一体化标准规范的制定方法和技术，为今后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提供了基础和参考，实践了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为今后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提供了经验和

启示。通过这些收获，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研究和开发任务，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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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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动态原型的安卓小

样本恶意软件家族检测

方法及装置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08

月18日

申请号：20

2311050035

.1

2/4  

基于图像的轻量级小样

本恶意软件家族检测方

法、设备及存储介质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12

月28日

申请号：20

2311833030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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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311050035.1

(22)申请日 2023.08.18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王竟亦　周帆　蒋聪　王文海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专利代理师 刘静

(51)Int.Cl.

G06F 21/56(2013.01)

G06F 18/214(2023.01)

G06F 18/241(2023.01)

G06F 18/23(2023.01)

 

(54)发明名称

基于动态原型的安卓小样本恶意软件家族

检测方法及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动态原型的安卓小

样本恶意软件家族检测方法及装置，解决了现有

安卓软件家族检测方法无法有效地检测小样本

恶意软件家族的问题。该方法首先将安卓恶意软

件样本通过静、动态分析提取相应特征组成特征

向量，然后借助训练集基于对比学习训练特征提

取网络，将原始高维特征向量映射到低维特征空

间内。在特征空间内，对于每个恶意家族通过聚

类生成多个聚簇中心，然后基于每个聚簇中心与

待检测样本的相似度加权生成代表该家族的动

态原型向量，最终基于度量完成检测分类。本发

明能够在恶意家族样本极其稀缺的情况下准确

分类，有效解决了新型安卓恶意软件家族发现初

期样本稀少无法运用传统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检

测分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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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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013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路 701 号紫金广场 C 座 1506 室 杭州求是

专利事务所有限公司

刘静(0571-87911726-809)

发文日：

2023 年 12 月 28 日

申请号：202311833030.6 发文序号：202312280153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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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8330306

申请日：2023 年 12 月 28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王东霞,周帆,任奎,王文海

发明创造名称：基于图像的轻量级小样本恶意软件家族检测方法、设备及存储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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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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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23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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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