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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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

本人在工程师学院培养过程中，积极学习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光学相关原理，学习工

程光学、物理光学、光学中的信号与系统等专业课程，并将其运用到日常工作中，系统掌握

了专业理论知识、并在实习的过程中了解到了光学镜片的加工研磨方法，光学系统的组装调

试方法。

二、工程实践的经历：

研究生期间，我设计并制作了一个基于液态透镜的显微镜差动自动对焦装置，实现了高达20

nm的自动对焦精度以及长达十小时的稳定对焦时间。同时我还参与设计了光栅光谱仪，远心

镜头以及色散镜头。在科研之外，我来到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生产实习，实地走

进永新光学股份的生产车间，了解镜片的生产流程，同时参与了与永新的合作，完成了自动

对焦系统的设计和生产。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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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期间，我通过使用Zemax的仿真软件，解决了许多项目中像差的难题，实现了多个项

目的光学仿真操作。同时通过对系统调试的学习，对实际工程问题中的调试难题做出了解决

。

案例一：显微镜自动对焦系统的设计与制作。本人来到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实习

，与公司合作进行自动对焦系统的设计、调试以及生产，该系统用于显微镜的自动对焦，希

望实现对不同样品进行长时间高精度的自动对焦，以匹配生物实验的需要，因为我与公司团

队合作，确定了当前市场需要以及系统的性能指标和用户需求，并使用Zemax等光学设计软

件对系统的结构与元器件进行了合理的选型与调整。通过仿真分析和优化，减小了系统的像

差，提高了成像质量。同时与公司系统工程师合作，设计系统的光学结构以及机械结构，减

少了系统中的多个反射镜，简化了反射镜角度的调试难题，优化了装配的过程，确保了系统

的稳定性与对焦精度。最后，对设计的自动对焦光学系统进行了性能测试和验证，确保满足

用户需求和市场要求。经过努力，成功开发出一款高性能的自动对焦光学系统，为产品竞争

力和用户体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挑战，例如透镜组件的

优化和像差的控制。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团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并通过不断优化设

计方案来克服困难。同时，我们还利用了Zemax等仿真软件，对系统进行了多次仿真实验，

以验证设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与机械工程师的合作也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在设计光学系统

的机械结构时，我们密切合作，确保光学元件的位置和定位精度。在装配过程中，我们共同

调试装配，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对焦精度。这种跨学科的合作精神为项目的顺利进行起到了

重要作用。

案例二：远心镜头的设计。除此之外，我还参与设计制作了一款用于远心扫描的光学镜头，

用于实现高精度的外径测量。首先，我们对系统的需求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了光学镜头的基

本参数，如焦距、视场角和光斑大小。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复杂的光学元件组合，包

括非球面透镜和棱镜，以提高系统的成像质量和稳定性。通过Zemax等光学设计软件的仿真

分析，我们不断优化镜头设计，提高镜头的远心度，降低系统的球差，减小系统的会聚光斑

大小以满足高精度外径测量的要求。与此同时，为了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我们与机

械工程师密切合作，设计了光学系统的机械支架和调节机构。在装配和调试过程中，我们共

同解决了镜头位置和定位精度的问题，确保了系统的高精度测量性能。最终，经过多次实验

和测试，我们成功开发出一款高精度的远心扫描光学镜头，实现了对外径的精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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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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基于液态透镜的显

微镜焦点漂移校正系统

及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2年07

月08日

申请号：20

2210797620

.7

2/4  

一种基于DMD的高光谱探

测模块
发明专利申请

2022年09

月16日

申请号：20

221112687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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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797620.7

(22)申请日 2022.07.08

(71)申请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地址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

南路1号

(72)发明人 陈友华　杜匡为　嵇承　匡翠方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市鄞州盛飞专利代理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3243

专利代理师 郭扬部

(51)Int.Cl.

G02B 21/00(2006.01)

G02B 21/24(2006.01)

G02B 7/34(2021.01)

G02B 3/1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液态透镜的显微镜焦点漂移校正

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显微镜自动对焦技术领域，提供

了一种基于液态透镜的显微镜焦点漂移校正系

统及方法，包括光源模块，其被配置为向待测样

品发射照明光线；偏置模块，包括一液态透镜，所

述液态透镜被配置为能够根据加载在其上的电

压值变化而使得其焦距变化；离焦测量模块，其

被配置为在所述液态透镜焦距变化时，采集多幅

待测样品的离焦图像；中央控制单元，其被配置

为对采集的多幅离焦图像进行差分计算，通过计

算获得所述物镜和液态透镜的离焦关系曲线。本

发明的优点在于能实现显微镜的快速对焦与精

准对焦，并且去除了对焦系统内的机械位移结

构，使得对焦系统结构紧凑，大大提升了对焦速

度与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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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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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1126876.1

(22)申请日 2022.09.16

(71)申请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地址 315100 浙江省宁波市高教园区钱湖

南路1号

(72)发明人 陈友华　杜匡为　刘清清　匡翠方　

(74)专利代理机构 宁波市鄞州盛飞专利代理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33243

专利代理师 郭扬部

(51)Int.Cl.

G02B 21/00(2006.01)

G01N 21/6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基于DMD的高光谱探测模块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显微镜技术领域，提供了一种基

于DMD的高光谱探测模块，用于共聚焦显微镜，所

述显微镜至少包括一激光光源和扫描成像模块，

激光光源发出的照明光线通过扫描成像模块照

射至待测样品上而产生荧光，包括一DMD阵列，其

中包含多个微镜，以各微镜倾斜方向的改变而调

节入射光经其反射后的出射方向；以及中央控制

单元，其被配置为对由光电倍增管收集的，并经

所述DMD阵列反射得到的反射光谱进行重构并还

原出预设波段荧光的图像。本发明的优点在于通

过DMD阵列的逐行开启与关闭实现对光谱不同通

道的选择，避免了传统使用滤光转轮或移动狭缝

等方式带来的机械扰动，提升了光谱检测的精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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