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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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移动智慧物联网项目制的研究生，系统掌握有关物联网方向的基础理论知识，在“

物联网信息安全技术与应用基础”课程中获得96分的成绩，在“物联网操作系统与边缘计算

” 
课程中获得91分的成绩。同时，作为一名专业为电子信息的研究生，在“电子与信息工程技

术管理”课程中获得92分的成绩，熟练掌握专业技术知识，熟悉专业技术需求，了解本专业

先进的生产方式以及国内外技术前沿发展现状与趋势等。

2.工程实践的经历

我工程实践的单位是上海寰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钛创星），非常感激韩泽耀老师与王勇老

师对我的殷切指导。在工程实践的这段时间里，我所接触的人和事都与学校里不同。在学校

里，老师每天都会布置作业，分配任务，但在这里，不会有人说今天该做什么，而是必须自

己要明确今天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根据目标需求决定所做的事情，最后自觉地去完成，并且

要尽自已的努力做到最好。在工程实践的过程中，并不只有工作，更多的是合作与沟通，只

有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交往中，才能更顺利圆满地完成工作。这里的每一位前辈都是我的老师

，所以我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前辈们优秀的地方，虚心请教自己不懂的问题。我感受颇深的是

，在工程实践中接触到的都是很实际、很切实的问题，而不像课本知识那样抽象化，这更是

对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考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工程实践，我

努力把理论知识联系到实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眼界，提升自己的能力水

平。这不仅是一次简简单单的实践，更是我一生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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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研究的项目名称为“基于毫米波雷达的生命体征检测”，我全过程参与了该项目的建设

。传统的生命体征检测有着无法避免的接触隐患：肺功能检测仪器离不开接触式吹气这一过

程，且价格昂贵、占地空间大；心功能及房颤检测仪器，基本上还是以粘性电极和各种穿戴

式设备为主，但电测量中皮肤附着的性质限制了监测的实用性、连续性和全面性。在某些特

殊场景，例如针对烧伤患者、高度感染患者等人群，接触式设备甚至都无法完成工作，存在

一定的工作局限性。因此，无接触式的生命体征检测是近几年来比较火热的研究方向之一。

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针对呼吸、心跳等较为简单直观的人体特征指标，并未深入到肺功能和心

功能领域，且存在以下三点瓶颈问题，即检测的准确度不足、采样数据的实时性不够以及数

据样本的覆盖面不广。所以提出采用脉冲相干（Pulse Coherent 

Radar，PCR）毫米波雷达（Millimeter-Wave Radar，mmWave 

Radar）来实现生命体征检测，这为实现长期实时的无接触式的健康监测提供了可能。凭借

无接触和便捷的特性，它在实际医疗场景中有着可观的实用价值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能更

好地服务于医疗患者，减少医疗设备对患者的干扰。

面向生命体征检测需求，针对真实医疗场景下实时测量实时处理、患病人群数据研究、具体

心脏疾病检测等瓶颈难点，分别围绕从人体胸部回波信号中提取出的呼吸信号和心动信号，

针对肺功能检测和心功能及房颤检测两个方面开展研究，突破效点相位趋势评估法、肺功能

检测算法、心房颤动检测算法等关键技术，在原理分析与算法设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无

接触的心肺功能及房颤实时检测，提升了雷达系统探测结果数据化、可视化效果，为人机交

互提供充足、准确的数据支撑。所做的具体工作包括：

1.提出一种基于PCR毫米波雷达的肺功能检测算法，整体流程包括原始回波信号的采集、I-

Q解调、距离信息的获取、相位信息的获取、呼吸信号的提取、胸部运动特征的提取以及肺

功能检测。为获得更加准确和全面的信号相位信息，本文提出有效点相位趋势评估法（E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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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ve Points Phase Trend 
Evaluation，EPPTE）。实验结果表明，当设定肺活量检测量程为5000毫升时，满量程误差

为2.5%。

2.提出一种基于PCR毫米波雷达的心功能及房颤检测算法，该算法主要针对提取出的胸部微

动信号和心动信号，在实现心脏运动特征的提取后分别基于信号的频域特征和时域特征开展

房颤检测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对心率的检测准确率达98.2%，平均实时检测误差为1

.28次/分钟，对临床患者的房颤检测准确率达99.2%。

该项目是用我所学专业知识进行数据算法编程应用的一个实际工程实践案例，让我对所学专

业知识有了一个更系统化的梳理，也有了一个更切实的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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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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毫米波雷达的心房

颤动检测
CSCD期刊

2024年01

月01日

中国医学物

理学杂志
1/10  

便携式肺功检测系统 获奖
2022年07

月01日

第十七届中

国研究生电

子设计竞赛

华东分赛区

二等奖

1/2

省部级，

证书编号

：GEDC-

02220500

611

非接触心率呼吸检测系

统
获奖

2023年08

月01日

第十八届中

国研究生电

子设计竞赛

华为专项奖

三等奖

1/3

国家级，

证书编号

：GEDC-

02230500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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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室上性快速

性心律失常，伴有不协调的心房电激动和无效的心

房收缩，一般根据发作的特点将房颤分为首诊房颤、

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长程持续性房颤和永久性

房颤［1-2］。Shi 等［3］于 2020 年 7 月至 2021 年 9 月对全

国 25个省 114 039例年龄≥18岁的常住居民展开房颤

流行病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房颤年龄校正后

患病率为 1.6%，男性和女性的年龄校正后患病率分

别为 1.7%和 1.4%，城市和农村居民经年龄校正后患

病率分别为 1.6%和 1.7%。按照其调查结果，中国房

颤存量病人超过 2 000万。除了患病人口众多外，患

病人群房颤导致的全因死亡率和致残率皆明显高于

非房颤患者［4］。房颤患者常见的并发症有脑卒中及

【摘要】提出一种基于毫米波雷达的非接触式实时心房颤动检测技术。首先使用60 GHz的PCR毫米波雷达持续采集目

标对象的胸部回波信号，然后通过 I-Q解调生成 I-Q信号，接着基于有效点相位趋势评估法提取信号相位信息并获得微动

信号，再经过数字滤波提取呼吸信号和心动信号，通过特征提取获得心脏运动特征，最后基于时域房颤波特征判断房颤发

生情况。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为提取更精确的信号相位信息，提出有效点相位趋势评估法；为实现实时房颤检

测，提出时域房颤判别方法。实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心房颤动检测系统对临床患者的房颤检测准确率达99.2%。

【关键词】房颤；毫米波雷达；信号处理；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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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al fibrillation detection using millimeter-wave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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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ovel technology is proposed for non-contact and real-time detec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using millimeter-wave

radar. A 60 GHz PCR millimeter wave radar is used to continuously detect the chest echo signal of the subject. After signal

acquisition, I-Q signal is generated through I-Q demodulation, and the signal phase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using effective

points phase trend evaluation for obtaining the signals from oscillations in the chest wall, from which the respiratory signals

and cardiac signals are extracted through digital filtering for the analysis of cardiac movement. Whether the atrial fibrillation

occurs or not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rial fibrillation wave in the time domain. The effective points phase

trend evaluation for extracting more accurate signal phase information and the time-domain method for real-time atrial

fibrillation detection are the innovations of the stud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achieves a

detection accuracy of 99.2%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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