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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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我有相关的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专业背景，

并且掌握药理学与病理学生理学。作为AI+医药的交叉学科学生，我对生物信息学与统计学

的相关知识也有一定的掌握与了解。其次，对于专业技术知识层面，我能熟练操作分子、蛋

白、细胞技术，使用高通量筛选对药物研发技术有一定的研究。最后，我独立完成硕士期间

的课题研究，为阿霉素药物筛选提供新的研发策略。通过将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高通量筛选

技术相结合，我已具备开展中药现代化研究的完整知识体系与技术能力。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工程实践中，我在杭州艾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相应工作时间。我在这里将所学的专业知

识与实践过程相结合，更加深化对生物技术、医学检测、 

产品研发等领域的理解。由于是药学出身，对于生物学有一定的了解与掌握，能在实际操作

中更快地理解生物发生原理，熟悉与检测相关的移液枪、加样、检测试剂盒 

、测试仪等的基础操作，更快速地掌握实验技巧，适应公司实验室环境。然而与实验室科研

环境不同的是，我能了解到实际应用中最新的诊断技术、产品研发动态和市场趋势，拓宽了

我的知识视野。更重要的一点是，公司严格按照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而我也能够了解到生物诊断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增加对行业的认知

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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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研究生期间主要从事的工程项目为应用型课题《基于细胞表型智能识别的抗阿霉素心肌

损伤筛选模型构建及应用》。由于阿霉素产生的心脏毒性始终是影响临床饮用的重要因素之

一。筛选发现具有抗阿霉素心脏毒性作用的活性化合物一直是领域研究热点。目前，除右雷

佐生外仍缺乏有效药物用于缓解化疗引起的心脏毒性，主要因素在于缺乏合适的筛选模型。

随着表型筛选的进步，运用多重荧光标记技术和高内涵筛选体系观测心肌细胞亚细胞器表型

，进而判别筛选具有多重保护效应的化合物显得尤为重要。

我运用人工智能加药学交叉学科知识，从多细胞器成像水平、深度学习辅助多表型筛选及Mu

rcko骨架聚类评价等三方面开展了模型优化、算法智能识别及筛选应用，从中药化合物库中

筛选具有抗阿霉素心肌损伤作用的活性化合物。

1.构建基于细胞表型智能识别的阿霉素诱导心肌损伤模型。围绕阿霉素心脏毒性的多机制特

点，整合线粒体活性氧产生、线粒体形态功能破坏与DNA损伤三个维度，通过剂量-

时间梯度及阳性药验证等实验优化阿霉素的损伤条件；进一步采用82个已知作用机制（MoA

）的化合物库验证课题组前期建立的通用图像表示方法Microsnoop在该模型荧光图像处理上

的适用性，从而建立具有表型识别特异性的抗阿霉素心肌损伤智能筛选平台。

2.抗阿霉素诱导心肌损伤活性成分的高内涵筛选与构效关系解析。应用上述模型对262个中

药小分子（按药材来源分为活血化淤类92个，清热解毒类170个）进行高内涵筛选，采用Mic

rosnoop通用图像深度学习智能识别算法对化合物在3个表型及综合作用进行可视化评分，突

破了传统单表型特征提取分析的局限性。进一步采用Murcko骨架聚类和结构-

性味/归经关联分析网络阐释骨架结构与多表型活性间的构效关系，揭示了黄酮类化合物可

同时改善线粒体功能和减轻DNA损伤的广谱心肌保护作用，而醌类结构则表现出DNA损伤特异

性保护效应；其中苦味、归肝/心经药材来源的活性化合物在抗阿霉素心脏毒性中具有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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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为后续活性化合物的选择及验证提供多维度依据。

3.抗阿霉素诱导心肌损伤活性化合物的验证：基于Microsnoop智能图像识别分析，从活血化

瘀类和清热解毒类中药活性化合物中选择去氧鬼臼毒素、龙血素B、紫草素、香叶木素、辛

弗林及佛手柑内酯共6个代表性候选化合物进行验证；进一步基于细胞存活率和细胞三重表

型验证得到香叶木素（菊花的代表性成分）与龙血素B（血竭的代表性成分）具有抗阿霉素

心肌损伤的协同效应，可能是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发挥抗阿霉素心肌毒性。

基于阿霉素心脏毒性机制，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三重细胞表型的智能筛选模型，对262个

中药小分子进行高内涵筛选，进一步验证发现香叶木素与龙血素B联用表现出显著协同效应

，可能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发挥抗阿霉素心肌损伤的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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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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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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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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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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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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