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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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智慧能源和空调热舒适领域，我系统地掌握了热舒适模型的理论基础，理解了评估人体热

舒适度的各类指标及其应用，并撰写了一篇综述论文。积累了数据收集、数据清洗和使用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的经验。我学会了使用YOLOv5模型和图像分割技术来处理热图像，并掌

握了常用的机器学习算法以及能够对所用算法进行超参数调优。此外，通过文献阅读和对实

验数据的分析，我了解到生理参数（如心率变异性、皮肤温度）和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

、太阳辐射）之间的关系及其对人体热感觉和热舒适的影响。在工程实践和科研过程中，我

熟练运用Python、Matlab等编程语言和工具进行数据分析、算法开发及仿真建模。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工程实践方面，我积极参与学校和企业的重点研发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并在移

动电源热设计、红外图像处理、机器学习算法应用等方向形成了系统性的实践能力。

参与的项目包括：

[1] 2023.7-2024.8，车内热舒适环境智能判定，制冷系统工程师。

[2] 2022.09-2025.6，基于机器学习的汽车乘坐舱热舒适模型建立与应用，课题负责人。

这些工程实践经历不仅提升了我的技术能力，也增强了我在复杂工程环境中的团队协作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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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传统的车内热舒适模型存在的实验场地受限、建模参数难以获取、未对人群进行区分等

问题，基于机器学习方法构建了各季节驾驶员和乘员在真实驾驶状态下的车内热感觉和热舒

适模型。研究旨在提高汽车乘坐舱内热环境评价模型的准确性和实用性，对于实现汽车乘坐

舱热环境的科学管理，建立舒适且节能的车内热环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梳理影响人体热舒适的关键因素，在实践过程中，我在深圳开展了春季、夏季和冬季

三个季节的真实驾驶条件下的热舒适实验，采集环境参数、生理参数和主观问卷数据，建立

了包含87名志愿者的1170组有效数据的热舒适数据集。在数据采集中，采用YOLOv5目标检测

算法、Canny边缘检测算法并结合形态学运算，自动提取受试者的全脸皮肤温度。基于实验

数据，系统分析了环境因素、生理因素和个体差异对车内人体热感觉与热舒适的影响。

其次，采用了多种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对比与优化，最终选择支持向量机算法来建立整体热感

觉和整体热舒适模型。研究发现，综合考虑环境参数、生理参数、个体参数和修正后的代谢

率，会使模型预测精度显著提升，各季节的整体热感觉预测准确率分别达到70.27%、70%、7

5.61%，RMSE均小于0.62，在 

±1误差线内的预测准确率达到97.5%以上。进一步引入由问卷得到的局部热感觉数据后，各

季节的整体热感觉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可提升至75.68%~87.81%。考虑整体热感觉和局部热舒

适后，各季节的整体热舒适模型的预测准确率可达77%以上。此外，建立了基于热环境特征

的热舒适评价体系。

最后，在杭州地区开展了秋季实际驾驶验证实验，证明本研究所建立的SVM模型泛化性和适

用性较PMV模型有显著提高。应用迁移学习方法进一步增强了模型在新地区、新季节的泛化

能力，整体热感觉预测准确率提高8.52%，达到63.45%，RMSE为0.62，在 

±1误差线内的预测准确率达到92%以上，证实了所建立的模型在跨地域、跨车型应用中的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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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项目通过创新性地应用技术手段，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研究聚焦于房车

内部的热舒适性问题，模型的开发不仅能提高房车内部热舒适性的评估精度，还能为企业在

产品设计和改进中提供有价值的数据支持。通过准确预测不同季节和驾驶条件下的热舒适性

，新建立的模型可以帮助企业改进房车空调系统的设计，使空调更精确地调节温度和湿度，

通过实时监测和动态调整空调输出，避免过度冷却或加热，在提高车内的热舒适性的同时，

尽可能地减少能源消耗。这不仅可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舒适的驾乘体

验，从而提升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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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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舒适模型与数据处理

方法研究进展
核心期刊

2024年07

月29日
能源工程 1/3 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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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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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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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