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  20240855052  

附件1

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

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

姓名：              杨尔宇              

学号：           22160050           

申报工程师职称专业类别（领域）：    机械     

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制

 2024年03月25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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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掌握情况：本人在校期间研究方向为超声导波传感

技术，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已经掌握了超声导波在固体中传播的原理，包括不同类型的超

声波模式、超声波与材料性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导波模式的形成和传播，了解了超声波

在非破坏性测试和结构健康监测中的应用。专业技术知识方面：已经熟悉了超声导波传感器

的设计和应用，了解信号处理技术，掌握数据分析方法，并具备一定的声学成像技术知识。

也熟悉一些相关工具和软件，用于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综合来看，本人在超声导波领域

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能够在实际工程和科研项目中进行相关工作，并且具备进一步学习和

深入研究的能力。

2.工程实践的经历：于2022年6月20日-2024年3月1日在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担任机械设计工

程师一职，这段时间的工程实践经历非常丰富和具有挑战性。作为一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参

与了超声导波液体粘度检测传感器的设计，深入了解了该技术领域的原理、方法和应用。掌

握了机械设计、电路设计、材料选择、传感器性能优化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团队

中的一员，我与其他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合作，共同推动项目进展。这锻炼了我的团

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学会了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协作，共同实现项目目标。通过开展实验和进

行数据分析，我学会了如何获取有效的实验数据并进行科学分析，从而评估和优化设计方

案，提高产品性能和可靠性。

3.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

在一些医学、生物制药等领域，需对泪液、婴儿血液和珍贵药剂等可取样本量为微升级别的

液体进行粘度检测，传统的粘度测量方法难以适用，一些新兴方法如光学法、MEMS法等可解

决样本量问题，但装置复杂且抗干扰性较弱，难以适用于户外场景。导波法抗干扰性强、系

统响应快且可直接将毛细管作为传感器，是一种具备潜力的微量液体粘度检测方式。然而，

现有导波换能装置多为压电换能，存在着接触式测量、重复性较差以及难以适配于微细波导

管的局限性。本人尝试在不同材料（如铁、镍和不锈钢等）上采用不同形式（如导电海绵、

石墨烯和导电弹簧等）激励超声导波，通过大量实验最终提出一种利用铁磁性毛细管本身磁

致伸缩效应收发纯净模态超声导波并进行微量液体粘度检测的全新技术，成功地在外径为1. 

4mm，壁厚0.1mm的毛细管上激励纯净L(0,1)模态导波且单次测量所需样本量仅为113μl。此

外，结合仿真与实验探究得出液体属性和毛细管尺寸等因素对液体粘度检测实验的影响。最

后基于标准粘度液对比毛细管导波法与锥板法的测量结果，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与可

行性并通过误差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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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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扭转模态导波的毛

细金属管血栓弹力测量

装置和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2年11

月14日

申请号：20

2211425810

.2

6/3

波导表面浸润性检测软

件系统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3年10

月08日

登记号：20

23SR17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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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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