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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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电气工程领域拥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通过系统学习和实践经验积累

，我掌握了电路原理、控制理论、通信技术以及定位等方面的知识。在智能小车编队领域，

我深入研究了编队控制算法、通信模块和 UWB 

定位模块等关键技术，对国内外研究现状有着清晰的了解。在解决企业重大技术难题的过程

中，我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提出了创新的技术方法，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收益。

2. 工程实践的经历：

在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中，我积极参与了智能小车编队项目的研

究与开发。通过对编队控制算法、通信模块和 UWB 

定位模块等关键技术的深入研究，我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我与团队成员紧密合作，共同解决了项目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难题，攥写了一项

专利，推动了项目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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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能小车编队项目中，我面对了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如何在仓储环境下实现智能小车的

精准定点编队控制，同时完成队形生成、队形保持、轨迹规划以及协调避障等多复杂任务。

针对这一问题，我基于 UWB 

技术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问题背景

首先我对这一问题的背景进行了调研，在仓储环境中，传统的小车运载系统往往采用单独控

制或简单的主从跟随机制。然而，这种方式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一旦领航者出现故障，跟

随者的控制也将失效，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受到影响。同时，市面上常用的定位导航技术成

本高且局限性大，无法完全满足仓储环境下智能小车编队的需求。

（2）解决思路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我提出了一种基于 UWB 

技术的精准定点编队控制方法。该方法通过对编队控制算法、通信模块和 UWB 

定位模块等关键技术的深入研究和优化，旨在实现小车在仓储环境下的精准编队控制，以及

完成多项复杂任务的需求。

（3）实施步骤

在研究编队控制算法的过程中，我首先对现有的编队控制算法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分析。通

过查阅相关文献和实验数据，我深入了解了不同算法在仓储环境下的应用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针对现有算法在仓储环境下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我提出了一套改进优化算法。这套

算法结合了传统编队算法和仓储环境的特点，通过优化路径规划、速度控制和动态调整等方

面，提高了编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具体而言，我对算法进行了以下改进：

a. 路径规划优化： 

在编队过程中，我引入了基于环境信息的动态路径规划策略，考虑到仓库中货架和障碍物的

分布情况，使小车能够选择最优路径，并避免碰撞或者堵塞情况的发生。

b. 速度控制调整： 

针对传统算法中存在的速度不稳定、容易产生震荡的问题，我优化了速度控制策略，采用了

自适应速度调整机制，根据小车之间的距离和环境情况动态调整速度，以实现更加平稳的编

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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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动态调整策略： 

我引入了基于实时信息的动态调整策略，监测小车之间的相对位置和运动状态，及时调整编

队队形，确保编队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通过这些改进，我成功地提高了编队控制算法在仓储环境下的适用性和性能表现，为智能小

车的编队控制提供了更可靠的技术支持。

而后我对通信模块和 UWB 定位模块进行了开发，在开发通信模块和 UWB 

定位模块的过程中，我与团队成员密切合作，共同完成了模块的设计和测试工作。我们基于

现有的通信技术，设计并开发了稳定可靠的通信模块，确保小车之间能够及时传输数据和指

令，保证编队控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我们还针对仓储环境下的定位需求，设计并开发了精

准的 UWB 

定位模块。通过对模块的测试和优化，我们确保了小车在仓库内可以准确获取位置信息，为

编队控制提供了可靠的定位支持。

最后进行了系统仿真与实验验证。我们搭建了智能小车编队系统的仿真与实验平台，以验证

所提出的编队控制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我们使用仿真软件对编队控制算法和通信模块进

行了仿真测试，模拟了不同场景下的编队过程，并在实验平台上进行了真实场景下的实验验

证，通过对小车编队控制系统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验证了所提出的编队控制方

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通过系统的仿真和实验验证，我们确认了所提出的编队控制方法在仓

储环境下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为实际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4）成果

        经过我们团队的努力和实践，我们成功地研究出基于 UWB 

的精准定点编队控制方法。该方法不仅能够在仓储环境下实现小车的精准编队和多任务协同

操作，还能够有效避免传统编队系统中存在的领航者故障导致的跟随者失控问题。这一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为智能物流系统的发展和应

用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持。

（5）结论

       
通过这个工程案例，我学会了如何在实际工程问题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问题。我们

不仅解决了仓储环境下智能小车编队控制的技术难题，还为智能物流系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

了重要贡献。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和探索，不断创新和优化技术方案，为智能物流领

域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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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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 UWB 

的仓储环境下小车精准

定点编队控制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07

月21日

申请号：20

2310898440

.2

2/3
已进入实

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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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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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海峰(0571-87911726-813)

发文日：

2023 年 07 月 21 日

申请号：202310898440.2 发文序号：202307210107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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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8984402

申请日：2023 年 07 月 21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

发明人：周晶,周南希,许珂瑞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 UWB 的仓储环境下小车精准定点编队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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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项

说明书 1 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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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郑-23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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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