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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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参与完成川渝特大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的过程中，我不仅

深入学习了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更在专业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个项目让

我深刻理解了数据分发的核心理念，掌握了数据分发的关键技术，从而使我能够精准把握数

据分发在川渝特大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理中的实际应用与价值。我系统学习并实践了多种数

据处理工具，如Flink、Kettle等，这些工具的应用加深了我对数据流的处理、分析与优化

的理解，使我能够有效提高数据处理的效率和质量。

在深入研究和应用这些工具的基础上，结合川渝城市群的特定需求，我参与研发了一款新型

数据分发工具。这款工具针对地区特有的数据处理需求进行了优化，具有更高的数据处理效

率和更佳的用户体验。这不仅体现了我对本专业知识的深入掌握和创新能力，也展示了我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的能力和实践经验。通过这个项目，我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数据处理和分发

技术方面的专业素养，为今后在更广阔领域内的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工程实践的经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与了多个重大的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川渝特大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

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浙江水文项目、长沙交通项目、柳州交通项目等。这些项

目涵盖了数据服务集成、水文监测、城市交通规划与优化等多个领域，展现了我在不同工程

领域的广泛实践经验和技术应用能力。

       
在川渝城市群项目中，我主要负责技术研究与实施，深入探索数据分发业务的复杂性和技术

难点，成功实现了多个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浙江水文项目中，我参与了水文数据的收集

、处理与分析工作，为水资源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长沙和柳州的交通项目则让我深入了解

了城市交通流的动态监控和优化策略，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升交通效率起到了积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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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参与的川渝特大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中，我所承担的责

任和挑战是针对该地区数据服务集成领域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提出并实施有效的技术解决

方案。该项目的核心目标是针对川渝特大城市群的“三融五跨”数据服务特点，解决数据分

发业务复杂、数据吞吐量大、数据分发时效敏感以及数据分发维护困难等四大实际问题。为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设立了四个具体的研究任务，并通过综合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逐一攻克这些挑战。

（1）分布式架构研究与实现

       
针对“三融五跨”的特点，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构建一个既能满足高并发数据处理需求，

又能实现跨区域、跨平台数据融合与分发的分布式架构。通过深入研究分布式系统理论和最

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我们提出并实现了一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分布式架构。该架构采用了多网

多平台协同技术，实现了不同服务层次之间的高效对接；同时，通过引入多源异构数据聚合

技术，解决了不同数据规范间的融合问题。这一架构的成功实施，为川渝特大城市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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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集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异步数据分发技术的创新与应用

       
考虑到服务的多维性和高吞吐量的数据处理需求，我们研发了一种基于协程的函数式异步数

据分发技术。该技术以低资源消耗处理大量并发的线性数据分发，显著提高了数据处理的效

率和并发能力。通过实际应用验证，这种技术在提升川渝城市群服务交互性和处理速度方面

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和价值。

（3）数据分发与诊断优化模型的探索

       
面对数据服务拓扑的复杂性，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卷积神经网络的服务组合诊断优化技术

。该技术通过对数据分发流程的服务组合拓扑进行深度学习，优化了数据分发的效率和准确

性。我们构建的图卷积网络模型不仅解决了数据分发过程中的诊断和优化问题，还为未来的

数据服务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4）无编码模式分发流程配置技术的开发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数据服务需求和减少人力成本，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热插拔式组件和无

编码模式的数据分发体系。这一体系允许快速响应特定需求的变化，大大简化了数据分发系

统的定制和维护工作。通过实践证明，该技术有效降低了开发门槛，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和

可维护性。

       
通过这些创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我们不仅解决了川渝特大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理中遇到的

复杂问题，还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为未来的城市群服务集成与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和理论指导。这些成果的取得，不仅证明了团队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方面的能力，也展现了

我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窗体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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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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可热插拔的数据融

合平台算子动态扩展方

法

授权发明专利
2023年09

月29日

专利号：ZL 

2022 1 

0539517.2

2/5  

多领域异构服务集成流

程分析软件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1年11

月22日

登记号：20

22SR003675

1

2/2  

数据融合平台插件管理

系统软件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2年04

月10日

登记号：20

22SR057138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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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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号第6371230号

  发明专利证书

发 明 名 称：一种可热插拔的数据融合平台算子动态扩展方法

发 明 人：陈奇;杨武;冯泽晖;裘英杰;梁思源

专 利 号：ZL 2022 1 0539517.2

专 利 申 请 日：2022年05月17日

专 利 权 人：浙江大学

地 址：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866号

授 权 公 告 日：2023年09月29日 授 权 公 告 号：CN 114936049 B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进行审查，决定授予专利权，颁发发明专利证书

并在专利登记簿上予以登记。专利权自授权公告之日起生效。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

算。

专利证书记载专利权登记时的法律状况。专利权的转移、质押、无效、终止、恢复和专利权

人的姓名或名称、国籍、地址变更等事项记载在专利登记簿上。

局长

申长雨

                                                           2023年09月29日

*2022105395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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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应当依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缴纳年费。本专利的年费应当在每年05月17日前缴纳。

未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专利权自应当缴纳年费期满之日起终止。

 

申请日时本专利记载的申请人、发明人信息如下：

申请人：

浙江大学

发明人：

陈奇;杨武;冯泽晖;裘英杰;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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