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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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对工程知识的认识更加深刻。通过全程参与研究项目，我深刻认识到工程知识既包括

科学技术在工程中应用而产生的工具性知识，也包括只有工程实践过程中才能积累的隐性知

识( 如决策知识、设计知识、操作知识、评价知识)，为了高效推进项目，我不仅需要学习专

业知识，也要掌握与工程相关的经济、管理、施工、环境、法律等非技术知识和作为工程团

队成员的沟通、协调等社会知识;②掌握了更多基础及专业知识。在系统设计阶段，我掌握了

文献收集整理与归纳总结的方法，学会了总体方案构思与设计的方法，并最终考虑性能目

标 、加工工艺和研发成本等因素确定了系统的总体方案:在关键零部件的设计阶段，我掌握

了多种工程创新设计方法和数字化建模方法，如基于规则的创新设计方法、基于知识的创新

设计方法、参数化建模、模块化设计、相似设计、数字化工业造型设计等，并将这些方法灵

活运用，最终完成了关键零部件的设计;③掌握了更多的行业知识。我走进了加工车间，操作

了车床、铣床等传统加工设备和六轴加工机床、高精度3D打印机等各类新设备，掌握了车、

铣、刨、磨、钻、镗等各类传统机械加工方法和线切割、电腐蚀、粉末加工等各类新加工工

艺，也学习到了和生产有关的职业规范、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知识;④学会了更多跨专业领

域的知识。通过与医学背景的团队成员沟通与合作，我了解了很多与脊柱微创手术相关的医

学知识，拓宽了我的知识面。使得我具有良好的科学及职业素养，具有科学严谨、求真务

实、持之以恒、勇攀高峰的学习态度和终生学习意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的职业心

态、正确的职业价值观。注重工程与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具备社会责任感。遵

守企业文化，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勇于开拓、敢于担当，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2.工程实践的经历

    2022 年10 月 1 日-2023年12 月 30 日，在桐乡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任职机械设计工程

师。负责高性能铣刀研发及制造，完成铣刀的二设计制造及辅助制造软件的开发，并在桐乡

三精自动化有限公司进行了实际的测试与加工，高效、高质量的完成了项目的要求。提高了

本人环境及岗位适应能力。在项目研发的整个过程中，我的工作地点从实验室变到了各个生

产车间，我的工作内容也囊括了系统设计 、关键零部件设计和关键零部件加工制造等多种类

型，我需要制定项目计划任务、监督控制项目的质量，并解决项目进展中的各类突发情况，

全流程的参与提高了我应对压力和挑战的能力，加强了我对环境和岗位的适应力,并积累了丰

富的工程实践和管理决策经验:②提高了工程建设相关的基本技能。在项目研发的整个过程

中，我不断学习和使用一些工程软件(如 Solidworks 三维绘图软件、AutoCAD 二维绘图软

件、cura切片软件)和仪器设备(如六轴加工机床、高精度3D打印机)，这些专业软件和先进仪

器设备的综合运用，提高了我的研究效率，锻炼了我综合应用多项基础技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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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项目研发过程中，面临一系列复杂而严峻的挑战。首先，参考文献的稀缺使得我们在

项目启动阶段就陷入了信息获取的困境。此外，国外技术的封锁以及国内技术相对滞后也给

研究和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铣刀的结构研究和三维模型开发方面，面临了前所

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寻求创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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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聚焦于铣刀的结构研究和三维模型的开发，铣刀的复杂性要求研究

确定全新的解决方案。基于此我提出了一种基于游动矢量的方法，旨在建立球头立铣刀各个

结构面的三维模型，并将铣刀加工过程的砂轮运动通过游动矢量转化为机床的各个运动轴的

运动 。这一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更为高效、便捷，有效地解决了球头立铣刀三维建模及磨削

路径规划的问题。这一创新性方法为我们在面对复杂结构的铣刀设计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

解决方案。 

    我的研究不仅仅停留在三维模型的建立，更提出了磨削优化方案，特别是针对球头立铣

刀螺旋槽的磨削优化。这一方案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铣刀的磨削质量，为相关领域的研究

和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种持续的创新和优化是推动行业发展的关键，也是在研究中始

终坚持的研究理念。

    除了磨削过程的创新，自动化和数字化在铣刀制造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因此，我开

发铣刀辅助制造的软件平台，旨在实现铣刀的参数化设计及人机交互。这一软件平台的开发

为铣刀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为铣刀制造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我的研究不仅仅是在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也帮助生产实现计算机辅助制造。

方法和方案不仅仅可以应用于铣刀的研究和制造，也可作为其他工业制造实现自动化编程辅

助制造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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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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点云的铣刀螺旋槽

预测模型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3

月01日

申请号：20

2310254800

.5

1/5

基于磨削力的铣刀螺旋

槽磨削工艺优化
核心期刊

2024年05

月29日

现代制造工

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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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证明： 

基于磨削力的铣刀螺旋槽磨削工艺优化 - 中国知网 (cnki.net)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gr2ERH1ElEvI6iQHA7cNQcxbFI5pISkK1UYtAleCHTjidBJj4oJW7iaI6dXsYlmeeTEQ9W8lrVKuPSM90UJl2pVOD9NrIDQQH1Ft0KIVgHau70e26u3KVVAtZ8YjgkHA4-ictrwG8t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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