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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报告中相关的技术或数据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军工项目保密等内容，请作脱密处理。

二、请用宋体小四字号撰写本报告，可另行附页或增

加页数，A4纸双面打印。

三、表中所涉及的签名都必须用蓝、黑色墨水笔，亲

笔签名或签字章，不可以打印代替。

四、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由工程师学院填写

，编号规则为：年份4位＋申报工程师职称专业类别(领域)4

位+流水号3位，共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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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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200字)

在研究生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计算机技术领域和数据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

，尤其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图像处理、大语言模型、强化学习等前沿方向积

累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熟练掌握了深度学习框架PyTorch，能够开发和

训练各种类型的神经网络模型，如卷积神经网络（CNN）、图卷积神经网络(GCN)和Transfor

mer，尤其在医学影像数据分析和多模态数据融合方面有深入的实践经验。此外，我关注大

语言模型的最新发展，深入研究了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并掌握了如何运用AI

自动标注策略提高标注效率和质量。我还对特征交互学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并开发了创新

的旋转因子分解机算法，有效解决了高阶特征交互的计算瓶颈，研究成果已被国际顶级会议

KDD2024所认可。通过多个科研与工程项目的参与，我进一步巩固并拓展了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与应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提升了分析真实问题并提出创新技术解决

方案的能力，为从事复杂系统研发和工程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研究生阶段，我参与了多个工程实践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实战经验。其中，在“无创

预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基因突变状态”项目中，我作为算法组成员，参与数据预

处理、模型构建与训练等核心任务。该项目旨在利用深度学习技术，通过影像和临床数据预

测患者基因突变状态，为精准医疗提供辅助决策工具。

此外，在“RLAIF采样检测优化系统”项目中，我作为主要开发者之一，设计并实现了基于

采样思想的AI标注数据筛选与修正模块。通过数据一致率评估与样本质量优化，大幅降低了

人工标注成本，提高了系统在实际大模型强化学习微调中的可用性。该成果已申请软件著作

权，并作为论文的工程实现支撑。

我还参与了特征交互学习项目，开发了旋转因子分解机（RFM），有效解决了高阶特征交互

的计算出现指数爆炸以及缺乏特征之间相依性学习的问题，成功在国际会议KDD2024发表论

文，充分展现了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潜力。

通过这些实践，我不仅提升了编程与建模能力，还增强了在复杂系统中解决实际问题、跨专

业协作和成果转化的能力，形成了良好的工程意识和项目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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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1000字)

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致力于将计算机专业的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解决复杂、动态

的实际问题。以下两个项目案例，展现了我在 AI 系统开发与优化中的综合应用能力和工程

创新思维。高质量训练数据一直都是人工智能的基石，这两个案例就聚焦于提高数据质量。

案例一：RLAIF 采样检测优化系统 —— 构建 AI 标注数据的质量防线

问题背景与挑战：大规模语言模型技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化学习微调，高质量的

标注数据是强化学习微调的关键。由于人工标注成本高昂，学术界提出了利用现有 AI 模型

对数据标注以降低成本的方案。对于高质量的 AI 标注数据，直接采用可以显著降低成本并

保持后续模型训练性能。然而，AI 标注数据的质量在不同任务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直接

使用这些数据可能导致模型性能下降甚至引发安全隐患。面对这一挑战，我主导设计并开发

了“RLAIF 

采样检测优化系统”，提出了一种通用的采样框架，通过抽样检测和修正策略，针

对不同标注质量的数据提供有效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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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方案：该框架首先随机抽取少量的 AI 标注数据重新进行人工标注，以此估计 AI 标注

与人类偏好的一致性水平，并根据一致率将 AI 标注数据分为低、中、高三种情况，分别采

取不同的处理策略：在低一致率时拒绝使用 AI 标注数据，避免低质量数据对模型训练产生

负面影响；在高一致率时直接使用 AI 标注数据进行强化学习微调，抽样检测过程进一步提

升了 AI 标注数据的可信性；在中等一致率时，通过采样修正部分数据样本，显著提升数据

质量，使其达到高质量数据的标准，从而实现对 AI 标注样本的有效利用。我从理论上证明

了抽样检测估计能够有效反映 AI 标注数据的总体一致率，并分析了抽样检测过程的渐进和

非渐进性质。此外，我们还推导了在中等数据质量情况下，样本修正阶段所需修正样本数量

的相合性，为算法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实践应用：对于实际应用与测试，我们选择四个任务作为测试样本：字符串反转仿真实验、

IMDB 负面影评生成、有害性回答生成和有用性回答生成。在每个任务中，我们将未经处理

的 AI 标注数据与处理后的数据分别用于强化学习微调，测试 LLM 

性能表现。实验结果表明：

高一致性数据可直接用于训练，效果接近人工标注；中一致性数据经过采样修正后，性能几

乎等同于人工数据，而系统整体将人工标注成本降低了超过 60%。

成果转化与意义：该项目已成功落地为“RLAIF 采样检测优化系统 

V1.0”，获得软件著作权。

系统为 AI 数据增强与安全强化学习提供了工程化工具支持，推动了数据自动化处理在工程

实践中的可行性与高效性，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具有突破性意义。

案例二：Rotative Factorization Machines —— 破解特征交互的表达瓶颈（KDD

2024）

问题背景与挑战：在推荐系统中，特征交互建模是构建高质量输入特征、进而提升模型预测

准确率的关键步骤。在推荐系统、广告点击率（CTR）预测等核心任务中，模型的输入往往

由用户属性、内容特征、上下文环境等多源异构信息构成。这些特征在原始状态下通常是稀

疏的、离散的，并不足以直接反映用户偏好与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对原始特征进行

交互建模，生成更加语义丰富、表达力更强的组合特征，是实现高质量推荐的关键步骤。然

而，现有主流方法如 FM、DeepFM 等大多只建模二阶特征交互，缺乏对高阶组合的表达能

力。而尝试引入高阶交互的模型又面临参数维度指数级增长的问题，极易导致计算瓶颈和训

练不稳定，难以在大规模推荐系统中落地应用。为了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我们提

出了 Rotative Factorization Machines（RFM），并将该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会议 KDD 

2024。

技术方案：RFM 的核心思想是将特征映射到复数空间，通过角度编码（e^{i\theta}）实现

交互权重的旋转表达。模型将输入特征编码为 d 维向量并转换为角度形式，再通过多个自

注意力旋转模块建模特征间高阶依赖关系。最后，利用欧拉公式将复数空间映射回实数域，

并通过模学习模块捕捉交互强度。我们还从理论上证明了该方法在保持高表达能力的同时，

能有效避免特征阶数指数增长的问题。

实践应用：在五个真实数据集上开展了大规模实验，涵盖了点击率预测、电影推荐与应用推

荐等典型场景：

Criteo：广告点击率预测任务，包含超过 4500 万条样本与 39 个字段；

Avazu：广告点击率预测竞赛数据；

MovieLens-1M 与 ML-Tag：电影评分与标签任务；

Frappe：基于上下文的应用推荐数据集。

实验表明，Rotative Factorization Machines（RFM）在 AUC 和 LogLoss 指标上全面超越

主流方法，不仅显著提升了高阶特征交互建模能力，同时通过线性梯度增长设计，有效避免

了传统方法中的计算爆炸问题，兼顾了精度、稳定性与效率。

成果转化与意义：项目成果以论文形式被 KDD 2024 接收，并在巴塞罗那做了口头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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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关注。RFM 方法为高阶特征交互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推动了“低计算复杂度+高表

达能力”在推荐系统中的融合应用。

总结：理论支撑与工程落地并重，解决真实 AI 系统难题

围绕“数据可靠性”与“特征交互学习”两大挑战，我系统地完成了从理论建模、算法设计

到工

程实现的探索与创新。RLAIF 项目解决了 AI 自动标注数据质量不稳定的问题，为大模型强

化学习微调提供了安全、高效、低成本的数据支撑；RFM 项目突破了高阶特征交互建模的

表达瓶颈，显著提升了推荐系统中特征交互后的数据质量与模型性能。

通过这两个项目，我不仅深化了对强化学习、特征建模、复数编码、自注意力机制等关键理

论的理解，还锤炼了从问题抽象、技术实现到工程落地的完整实践能力，展现了扎实的理论

功底、系统设计思维与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在复杂 AI 工程场景中持续推动技术应用与

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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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AIF采样检测优化系统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5年03

月03日

登记号： 

2025SR0369

356

2/2  

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

赛
获奖

2023年01

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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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件 名 称： RLAIF采样检测优化系统 
V1.0

著 作 权 人： 浙江大学

权利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权 利 范 围： 全部权利

登 记 号： 2025SR0369356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的

规定，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15025554号

2025年03月03日



软件著作权情况说明

软件名称：RLAIF 采样检测优化系统 V1.0

著作权人：浙江大学

现就本软件的开发者排序、申请人贡献情况及与论文的相关性说明如下：

一、开发者排序及贡献情况

本软件由以下人员共同开发完成（按贡献排序）：

1. 梁克维：提供算法建模与理论分析的指导，参与系统关键模块的思路制定，对软件实现

提供重要支持。

2. 石雨鸿：负提出系统总体设计思路，主导抽样检测算法与采样修正策略的核心模块实现，

负责数据实验的设计与结果分析，完成主要开发工作及系统整合。

二、申请人贡献说明

申请人石雨鸿在本软件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提出了主要的系统设计思路，独立完

成了系统的核心功能开发，并主导了多轮实验验证工作，对软件的形成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三、与论文的相关性说明

本软件为论文《一种基于采样的强化学习微调大模型的方法》中提出方法的具体实现系统，

论文主要研究了在利用 AI 自动标注数据进行强化学习微调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抽样检测和

样本修正策略提升 AI 标注数据质量，降低人工标注成本。

论文提出的三种数据一致率处理策略（拒绝使用、直接使用、采样修正）在本系统中均有完

整实现。本软件通过以下几个模块体现了论文的理论成果：

一致率估计模块：随机抽取样本进行人工标注对比，估算总体一致率；

分级处理策略模块：根据一致率判断，分别采取拒绝、使用或修正处理；

采样修正模块：在中等一致率下对部分数据样本进行人工修正，提升整体质量；

性能验证模块：集成半仿真与真实数据集评估方法，实现理论与实验的闭环。

该软件为论文研究成果的具体应用载体，为验证论文中提出的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导师签署意见

本软件开发工作由我校研究生完成，成果已在相关论文中体现，符合学校著作权归属规范。

导师签字：__________

日期：2025 年 3 月 22 日



浙江大学 石雨鸿

F2022300974

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