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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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浙江大学机械专业的研究生，我熟练掌握了机械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在完成一个

工程项目时，我可以通过理论力学知识进行零件设计前的安全性能计算与校核，并且通过三

维建模软件进行零件图纸的设计，最后再通过机床进行对零件进行加工。除了传统的机械设

计与制造外，我还掌握了有限元分析的方法进行仿真与校核，通过新的仿真技术，增加了机

械设计与加工的可靠性。并且由于我参加了一年的企业实践，具备了很多的工程性知识，比

如一些电气设备的接线方法以及电源设备的保护设施。此外，我还具备跨专业合作的能力，

我不仅掌握机械设计相关的知识，还拥有开发嵌入式设备的硬件和软件的能力。在专业技术

知识方面，我参加过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在团队中，每个人各司其职，有结构设

计 、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和算法设计的同学，大家在一起共同合作，完成这次比赛，并且也

通过实物的制作培养了我的工程思维，让我具有国际化的视野。通过在企业中实习的锻炼，

让我对实际的生产制造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增加了我的环境和岗位适应能力。通过和企

业工程专家们进行交流，在获得了专家们指导的同时，也增加了我的工程创新实践能力，并

且企业的实习也让我学会了机床以及吊机的使用，掌握了机械专业的常用工程设备。

2.工程实践的经历：

本人在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进行了一年多的企业实习，并且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了深海沉

积物取样器研发的工程项目。在实习中，我主要负责深海沉积物取样器外形结构的设计、耐

压舱体的校核、电路板硬件和软件系统的设计以及取样器水动力系数的计算等。从中我学习

到了工程实践中常用实验装置的使用方法，并且我也懂得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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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企业实习的时候，我承担的项目课题为深海沉积物取样器研发，需要研制的取样器的

使用深度为4000米，主要为了解决在深海环境下的沉积物难以取样的复杂工程问题，接下来

我将具体介绍该项目的背景和及其解决方案。深海底部潜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陆地矿产

资源逐年减少的当下，深海毫无疑问是人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积累资源的关键途径。为了

勘探海底的矿产资源，研制出了多种深海取样器，它们在揭示深海奥秘，挖掘矿产资源的任

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国内外的海底取样设备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存在着操作复

杂 、需船只或深潜器配合作业、定位不准确等问题。因此开展了深海沉积物取样器项目的研

究 ，主要针对深海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等金属矿物质的快速探查与取样问

题 ，研制一种基于着陆器方式的快速、高效、轻便的深海沉积物取样器，并通过模型构建、

水动力分析、路径跟踪等方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深海目标点位沉积物和海床表层裸露金属

矿物质的快速取样问题。首先，我查阅了国内外大量关于深海沉积物取样器的文献，分析出

各类沉积物取样器在不同应用场合下的特性，并针对海床表层裸露金属结核取样的特殊需

求，提出了一种用于海底沉积物取样的设备。其次，我根据沉积物取样器的设计目标，展开

了取样器的详细方案设计，进行了该取样系统的采样过滤单元、电控单元、定时释放单元、

数据存储单元等功能单元的设计，并通过工程力学相关理论公式知识设计并校核了各控制单

元的耐压舱体，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仿真模块对舱体进行耐压性校核，证明了耐压舱

体结构的安全性。提出了电控单元、定时释放单元和数据存储单元的控制方案，并给出了电

路框架图。再次，我运用电路和单片机相关知识对取样器中的控制单元进行了硬件和软件系

统设计，设计了以STM32主处理器芯片为核心，包含电源管理模块、电压检测模块、电平转换

模块、外部存储模块以及其余外围电路等模块的硬件系统。开发了各个控制单元的下位机控

制程序和上位机人机交互界面程序，并且基于TTL电平的串口实现了上位机与下位机之间的通

信功能，通过上位机程序可以给下位机发送指令和控制参数。上位机程序基于Qt Creator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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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成了人机界面设计和程序内部功能的实现；下位机程序使用C语言编写，基于设计的

硬件系统，实现了取样器定时取样和数据存储等功能。然后，我依据水下机器人运动学模型

和动力学模型的建模方法，并且基于取样器模型的特性，推导了沉积物取样器的运动系统模

型。通过有限元仿真软件Ansys Fluent，计算了取样器运动过程的水动力系数。在Matlab 

Simulink模块中搭建了取样器的运动仿真模型，并求解了取样器的运动速度和轨迹。最后，

我搭建了深海沉积物取样器样机，完成了各个舱体的耐压性试验。并且对各控制单元进行了

功能性测试，验证了取样器控制单元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有效性。接着进行了取样器整

体水池测试，证明了取样器可以完成定时取样和释放功能，并且可以实现自动下沉和上浮运

动。之后去千岛湖进行了湖试并在西南印度洋的2650米处进行了海试，充分验证了深海沉积

物取样器的采样能力，并且验证了取样器水动力系数计算和运动学模型搭建的准确性，证明

了取样器能够满足预期的设计指标，具备相应的取样性能和勘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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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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非均匀缆拖曳阵的

多自由度布放回收装置

及方法

授权发明专利
2023年02

月28日

专利号：ZL 

2022 1 

0708801.8

1/6

一种海洋专用裙边式防

沉降结构及方法

授权发明专利
2022年12

月30日

专利号：ZL

2022103854

93.X

2/3

一种可变形的深海无缆

式沉积物取样器及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03

月06日

申请号：CN

2023102018

24.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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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