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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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专业基础理论和实践技术方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在基础理论层面，我系统掌

握了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等电子信息核心课程，深入理解傅里叶变换、小波变换等时

频分析方法，能够运用线性代数、概率统计等数学工具进行算法建模。同时，我对计算机体

系结构、数字图像处理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熟悉CMOS成像原理与图像退化模型，能够对成像

过程中的噪声特性进行数学建模。

在专业技术领域，我聚焦于深度学习驱动的计算机视觉方法研究，系统掌握了卷积神经网络

（CNN）、Transformer、生成对抗网络（GAN）等前沿模型架构。针对目标检测方向，能够

熟练运用Faster R-

CNN、YOLO系列等算法进行改进优化，并基于PyTorch框架实现模型压缩与部署。在图像分割

方面，深入理解U-Net、Mask R-

CNN等网络结构，具备多模态医学影像分割的工程实践经验。此外，我熟悉经典图像处理算

法，包括SIFT特征提取、光流法、立体匹配等传统方法，能够将传统算法与深度学习进行有

效融合创新。

在研究实践中，我形成了从理论分析到工程落地的完整技术链认知。能够独立完成数据增强

、模型训练、超参数调优等全流程开发，熟练使用OpenCV、Pytorch进行算法原型验证。近

期重点研究弱监督学习在雾霾场景中的应用，通过设计注意力机制和自监督预训练策略，在

有限标注数据条件下取得了显著性能提升。同时持续跟踪CVPR、ICCV等顶级会议的前沿成果

，保持着对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新动态的敏锐洞察。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工业安全监控方向，我参与了选煤厂输送带无人监控系统的开发。为实现快速、准确、可

靠的传送带煤量检测，提高工业运煤输送带的可靠性和可检测性，针对传送带煤量检测任务

对实时性、准确度要求高的特点，结合具体工业应用场景，设计一种基于单目视觉的监控系

统，由工业相机、AI超脑服务器两部分组成，工业相机分布于厂区多条生产线上，安置于被

检测的带式输送机上方，每台工业相机配置补光系统辅助拍摄。工业相机通过数据线连接至

AI超脑服务器进行图像处理与分析，使用深度学习算法预测传送带煤量。本人参与并主导机

器视觉深度学习算法的开发和训练，包括数据集的采集标注，深度模型的搭建与训练，最终

兼顾了模型的运行速度和准确率，并将算法部署在现实工业场景中。针对图像质量差的问题

，采用图像增强方法，并设计注意力机制提高预测的准确率，针对数据标签分布不均的问题

，采用下采样的方法维持训练时输入图片标签均衡。与多种分类算法做对比，改进后的算法

在准确度、浮点数运算量FLOPs和推理时间都有较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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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实场景中，由于参与训练的数据集无法覆盖到所有的使用场景，模型的训练环境与使用

环境可能存在差异，如在煤场等恶劣环境中，粉尘会对光线产生散射作用，导致成像出现雾

霾退化，具体表现为亮度降低、对比度降低、色彩失真、边缘模糊等，影响模型的性能与适

应性。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围绕跨域特征补偿、潜在空间鲁棒性增强以及半监督

域适应三个核心方向展开研究，设计一套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第一，聚焦于雾霾退化对特征提取过程的全局性影响问题。现有注意力机制多针对正常环境

下的显著特征做增强设计，但在雾霾干扰下，传统方法难以有效补偿因特征置信度下降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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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义信息丢失。为此，提出相似度补偿注意力机制（SCA），通过挖掘特征图内邻近区域

的相似性关联，自适应增强语义一致的上下文信息。该机制利用通道多头与局部窗口划分的

方式动态计算特征相似度权重，兼顾了相似度权重计算的多样性和卷积的局部性。进一步构

建的跨域特征补偿骨干网络，通过层级式SCA模块的嵌入，实现了对雾霾退化特征的鲁棒提

取，显著提升了特征提取过程的环境适应性。

第二，针对检测头潜在空间表征鲁棒性不足引发的预测越界问题展开研究。传统方法通过约

束检测头输出分布缩小跨域差异，但由于低秩特征矩阵的信息密度限制，难以有效刻画类内

紧凑性与类间可分性。为此，提出潜在空间特征度量架构（YOLO-

LMC）将度量学习引入目标检测的潜在空间优化。通过构建基于类别中心的动态度量约束，

在潜在空间中实现类内特征聚合与类间特征分离的双重优化目标。具体而言，设计正样本分

配策略筛选潜在空间中的高置信度特征，并结合类别中心余弦距离度量损失函数，迫使同类

样本在潜在空间内形成紧凑分布，而异类样本则保持显著可分性，从而有效抑制雾霾域偏移

引发的预测边界模糊问题。

第三，针对现有方法对成对跨域合成数据的强依赖和高昂标注成本的瓶颈问题。传统像素级

域适应方法需依赖内容对齐的跨域图像对，而雾霾场景下真实数据的模糊性与标注难度进一

步加剧了模型部署的挑战。为此，提出半监督跨域实例度量框架（SSCIM-

YOLO），通过集成SCA与YOLO-

LMC模块，构建多级鲁棒性增强架构。首先，基于SCA的抗雾霾骨干网络确保跨域特征提取的

稳定性；其次，潜在空间度量架构提供类间可分性保障；最后，设计实例级对比度量算法，

利用源域全标注数据与目标域无标注数据的特征分布共性，通过自适应实例匹配实现跨域预

测对齐。仅需少量目标域无监督信息即可完成模型优化，显著降低对训练数据的依赖。

通过以上技术路径形成了多层次域迁移学习体系，为复杂雾霾环境下的目标检测提供了新的

技术路径。实验证明，以上方法可以在提高雾霾环境下目标检测精度的同时，减小对训练数

据规模的依赖程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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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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相似度融合注意力

机制的雾霾场景目标检

测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5

月17日

申请号：20

2410615513

.7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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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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期间课程、专业实践训练及学位论文相关情况

课程成绩情况 按课程学分核算的平均成绩： 85 分

专业实践训练时间及考

核情况(具有三年及以上

工作经历的不作要求)

累计时间： 1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83 分

本人承诺

个人声明：本人上述所填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声明！

申报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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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0615513.7

(22)申请日 202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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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正国　姜俊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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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06V 10/25(2022.01)

G06V 10/74(2022.01)

G06V 10/82(2022.01)

G06V 10/774(2022.01)

G06V 10/44(2022.01)

G06N 3/0464(2023.01)

G06N 3/047(2023.01)

G06V 10/764(2022.01)

G06N 3/08(2023.01)

 

(54)发明名称

基于相似度融合注意力机制的雾霾场景目

标检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相似度融合注意力

机制的雾霾场景目标检测方法，该方法包括：获

取预训练数据集和真实雾霾场景下的微调数据

集，采用人工加雾方法对预训练数据集进行雾气

模糊，并对两种数据集进行图像增强；将相似度

融合注意力机制加入到目标检测模型中，旨在通

过相似特征加权融合的方法，减小雾霾退化对预

测置信度降低的作用，进而增加雾霾场景下的预

测准确度。使用经过处理的预训练数据集对目标

检测模型预训练，再使用经过处理的微调数据集

对预训练后的目标检测模型微调，得到适应真实

有雾场景的目标检测模型。最后将待检测的图像

输入到训练好的目标检测模型中，输出待检测目

标的类别和坐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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