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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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我在杭州先奥科技有限公司的工程实践中，系统地掌握了机

械设计、有限元分析、误差建模、精密测量等核心理论知识，并将其应用于内窥镜镜头的设

计与制造中。机械设计方面，我熟练掌握了机械设计的基本原理，包括结构设计、材料选择

和制造工艺；有限元仿真方面：我精通有限元分析软件，如ANSYS Workbench，能够进行结构

强度、热变形和模态分析；误差建模方面：我掌握了运用多体系统理论建立误差传递模型，

并能通过蒙特卡洛方法分析各自由度对装配精度的影响。精密测量技术方面：我熟悉光学测

量原理，掌握了自准直仪和干涉仪的使用方法，搭建了中心偏差测量仪。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杭州先奥科技有限公司的工程实践中，我担任光机装调工程师，主要负责内窥镜镜头的设

计、仿真、装调及测试工作。我完成了多款内窥镜镜头的结构设计工作，通过有限元仿真验

证了结构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次参与了中心偏差测量仪的研发工作，成功将镜头的中心偏

差控制在10.8角秒以内。此外，我还搭建了高精度的镜头模组装调机台，结合六轴位移台和

激光准直仪，实现了镜头与传感器的精确对准，提高了装调效率。并建立基于MTF的图像评价

方法，通过刃边法计算MTF值，制定了以MTF50为标准的成像质量评价体系。通过实验验证 ，

我优化了镜头模组的装调流程，显著提升了产品的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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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用电子内窥镜作为一种先进的医学诊断工具，其光学系统中的光学镜头是关键组成部分，

其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光学系统的综合表现。除了光学设计和结构设计外，装调过

程同样是确保光学镜头性能和精度的重要环节。当前很多企业在光学镜头装调领域仍普遍采

用人工主导的装调模式，其工艺稳定性受操作者经验影响显著。光学镜头的装配精度和一致

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装配质量波动较大，导致产品合格率偏低。此外，镜头质量的好坏也

主要依赖于个人经验的判断，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不同镜头产品的成像关键指标可能

存在显著差异，最终成像质量参差不齐。

鉴于光学镜头的装配依赖于装配和定心调校技术，开发一套适用于医用内窥镜镜头的精密装

调系统显得尤为重要。该系统的引入不仅可以减少对人工经验的依赖，还能大幅提升装配精

度、效率以及产品的一致性，从而优化镜头的整体性能。这将为内窥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

普及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助力医疗诊断水平的全面提升。

首先我围绕内窥镜镜头的光机结构设计与装配误差分析展开研究。光学镜头的性能高度依赖

于光机界面的合理设计和装配工艺的精确控制。因此，我对镜片、隔圈、压圈及镜壳等关键

部件的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详细对比了光机界面的典型形式及其固定方式。在此基础

上 ，根据光学需求设计出符合实际应用的镜头机械结构，并对各部件进行严格的尺寸公差控

制 ，以确保装配精度。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分别研究了镜头在外力载荷冲击下的应力应变

行为，以及在工作温度范围（-40℃至50℃）内的热应力与变形特性，验证了其在实际应用中

的结构稳定性和可靠性。针对装配误差问题，分别建立了球面接触和平面接触形式下的误差

模型，为评估公差设计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选取不同类型镜片进行装配误差的实例

分析，研究表明，在装配过程中需重点监测镜片的倾斜误差和偏心误差，以达到光学系统的

最佳成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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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围绕光学镜头中心偏差测量仪的研制展开系统性研究，重点分析了中心偏差的来源、

定义及其测量方法，并设计了一套基于高精度气浮转台和六轴微动台的反射型中心偏差测量

装置。选用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均小于±2 um的气浮转台作为核心组件，同时结合精密Z轴模

块和大理石基座，全面提升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过十字像轨迹圆的分析，成功实现

了对镜片中心偏差的精确测量与计算。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镜片装配位置的优化调整，将其

偏心角度从初始的22.32″显著降低至10. 8″，充分验证了测量仪在实际应用中的高效性和

精确性。然后我针对内窥镜镜头模组高精度装调需求，提出了一种基于激光准直仪、分光棱

镜与六轴微动台协同控制的装配方案，并搭建出一套高精度装调机台。通过分阶段校准测试

卡与传感器平面的平行关系。同时，基于多体系统理论构建了误差传递模型，可根据各运动

部件的运动误差分析对装配精度的影响，并基于蒙特卡洛方法对多轴系统中各自由度对装配

误差的敏感度分析，量化各影响权重并识别主导误差源，结果表明：旋转轴对于装配精度的

影响较大 ，在装调过程中需优先考虑该影响，为后续工艺和结构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并申

请发明专利一项：《一种用于医用电子内窥镜镜头模组的定心方法及装置》。

最后我围绕内窥镜镜头模组的MTF测试需求，从光学传递函数的基本理论出发，针对MTF测试

方法，选择符合ISO 12233标准的刃边法作为主要实施方案。在测试流程设计中，通过结合

SFRplus测试卡与Pyth on算法，成功实现了从图像采集、刃边区域提取到MTF计算的完整功能

链。此外，基于MTF50的图像评价方法被应用于镜头模组的装调与整体性能测试实验中。

我通过围绕光机结构设计、中心偏差测量、装调流程优化、装调机台搭建以及MTF测试等关键

技术展开深入研究，成功开发出中心偏心测量仪、高精度装调机台、MTF测试功能，并显著提

高了镜头模组的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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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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用于医用电子内窥

镜镜头模组的定心方法

及装置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12

月20日

申请号：20

2411893045

.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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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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610000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下东大街段 216 号 1 栋 22 层 2 号 成都

方圆聿联专利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薛亚峰(028-69713656)

发文日：

2024 年 12 月 20 日

申请号：202411893045.6 发文序号：202412200190868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4118930456

申请日：2024 年 12 月 20 日

申请人：浙江大学,杭州先奥科技有限公司

发明人：雷勇,任佳伟,王鹏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用于医用电子内窥镜镜头模组的定心方法及装置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2 页,权利要求项数 ： 9 项

说明书 1 份 6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5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NP2406666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