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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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工程实践，我建立起完整的碳纤维复合材料专业知识体系。在基础理

论方面，深入掌握了复合材料层合板制备工艺、冲击损伤机理和三维渐进损伤理论；在行业

应用层面，熟练运用预浸料成型技术和有限元仿真方法，确保工艺和设计符合航空领域标准

要求。通过大量实验研究，积累了包括工艺参数优化、损伤模式识别等宝贵的工程经验。同

时，我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合应用，将材料科学、力学理论和计算机仿真技术有机结合，形

成了解决复合材料冲击问题的系统方法论。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的研究模式，

使我具备了处理复杂工程问题的综合能力。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于2023年6月11日至2024年9月1日前往浙江西子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开展工程实践，主导完成

了复合材料层合板的制造、加工，多位置冲击夹具设计及制作，低速落锤冲击测试，冲击后

压缩测试等试验测试工作，同时针对多位置多次冲击试验建立起了与试验结果匹配的有限元

模型。首先运用系统化工程思维，综合考虑试件尺寸（依据ASTM标准）、多工况加载方案及

边界条件模拟等关键参数，制定科学的试验方案，确保数据可靠性和工程适用性。在试件制

备环节，严格把控预浸料裁切精度、铺层角度控制及热压罐固化工艺等核心技术要点，累计

完成2批次共计96组标准试件制作，产品合格率达95%。熟练运用万能试验机、高速摄像系统

等先进仪器，并精通ABAQUS、LS-

DYNA等工程软件进行多物理场耦合仿真，实现了试验数据与仿真模型的交互验证。在技术创

新层面，提出"能量-

间距"双参数耦合的冲击试验设计方法，开发了可调式多点冲击夹具，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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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实际工程实践中，我系统性地解决了复合材料多位置冲击性能研究的关键技术难题。在试

件制备环节，运用复合材料制造相关知识，优化成型工艺，解决了层合板成品出现厚度不均

、纤维弯曲、中间贫胶和边缘溢胶等缺陷问题。在铺放环节，通过对铺贴后的预浸料片进行

预压操作，以此提高复合材料的层间结合强度，减少层间气体可能产生的分层、孔隙等缺陷

。在真空袋固化过程中，优化真空密封工艺，将模具、脱模布、预浸料层合件、无孔隔离膜

、均压板、透气毡和真空袋从上至下依次排列。在模具表面需均匀涂抹脱模剂，使用玻璃纤

维作为挡胶条布置在预浸料层合件四周，防止固化过程中树脂流动溢出。将真空阀放置在真

空袋内用于连接真空泵，阀口处垫放透气毡避免扎破真空袋。使用光滑平整的铝合金板作为

均压板，确保树脂浸渍完全。优化固化参数，利用线性升温和降温过程保证CFRP层合板在固

化过程中均匀变化，从而有效避免热应力引发层间裂纹或局部损伤。依托上述措施方案，解

决了层合板均匀性和质量一致性的问题。累计完成2批次共计96组标准试件制作，产品合格

率达95%。

针对标准冲击试验平台位置调节受限的问题，我运用机械专业知识设计了一套由限位板、快

速夹钳、量块和试验台等部件组成的冲击位置可调的落锤冲击夹具，通过精密测量和反复调

试，实现了不同冲击位置的准确定位和标定，有效提高试验效率，降低试验成本。经验证夹

具具备足够的刚性连接，使用夹具的力学响应曲线与标准试验台表现出一致的振荡规律，且

特征值误差保持在2%以内。在冲击测试环节，通过优化试验装置和改进测试方法，显著提高



4

了数据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面对冲击能量、冲击距离和冲击次数等多个实验变量的复杂组合，我运用所掌握的统计学知

识，科学制定了两组实验方案。一是开展对称能量条件下的试验，研究不同间距与能量下的

损伤累积效应与剩余压缩性能，从而确定后续实验中能量范围及损伤敏感的冲击间距。二是

非对称能量条件下的试验方案，在损伤敏感的冲击间距下，探索非对称能量损伤干涉的机理

以及其对剩余压缩性能的影响，进一步揭示关键损伤阈值。

在开展冲击后压缩试验环节，为解决试件屈曲问题，运用所学精密测量知识，采取针对性措

施。使用扭矩扳手定量调节夹具夹紧力以保证装夹稳定性，对试件边缘进行精密打磨以消除

几何缺陷，并通过高速摄像机实时捕捉压缩破坏过程，分析屈曲起始位置及扩展规律。该方

法有效减少了屈曲现象对试验结果的干扰，显著提升了冲击后压缩性能测试的准确性。

在有限元建模方面，我基于实际试验数据，建立了能够准确模拟多位置冲击损伤的数值模型

，通过不断调整材料参数和边界条件，使仿真结果与试验数据达到良好的一致性。通过合理

的模型简化和计算参数设置，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提升了计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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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经验，使我深刻体会到理论知

识与工程实践之间的差异，也锻炼了我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解决方案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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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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冲击位置可调的落

锤冲击夹具及其使用方

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7

月16日

申请号：20

2410950017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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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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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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950017.7

(22)申请日 2024.07.16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胡家豪　毕运波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专利代理师 傅朝栋　张法高

(51)Int.Cl.

G01N 3/04(2006.01)

G01N 3/3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冲击位置可调的落锤冲击夹具及其使

用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冲击位置可调的落锤冲

击夹具及其使用方法，属于落锤冲击夹具技术领

域。该夹具包括限位板、夹钳、量块和标准试验

台。限位板置于标准试验台的方形通孔上，方形

通孔周围设有用于确定限位板位置的定位销。限

位板上设有用于固定试件的凹槽以及用于放置

量块的U型通槽。夹钳固定在标准试验台上，夹钳

中的调节杆和固定杆转动连接，从而调整调节杆

下方压脚的位置，保证压脚与试件相对位置始终

一致。该夹具配套不同的量块，用于标定偏离中

心特定距离的冲击位置。本发明提供的夹具兼容

性强，能够实现落锤在试件上冲击位置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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