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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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我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专业技术储备。首先，在基础理论

方面，我系统学习了数学、计算机科学、信号处理、数据结构与算法等基础学科，熟悉机器

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核心理论，能够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通过深入学

习概率论与统计学、优化算法等课程，我能够更好地理进行专业实践。

在专业技术知识方面，我掌握了计算机视觉、深度学习、图像处理等领域的核心技术，在实

践项目中，我成功应用YOLO算法进行物体检测、目标跟踪等任务，提升了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在算法优化方面，我熟悉神经网络的设计与调优，能够根据实际需求调整模型架构，优化

计算效率和精度。此外，我熟悉常用的深度学习框架，如TensorFlow、PyTorch等，能够熟

练使用这些工具进行算法开发和调试。

通过对新兴技术的不断学习，我能够紧跟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解决实际项目中遇到

的技术难题，并不断探索如何将前沿技术更好地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我在专业实践中负责的主要工作内容是负责配合算法工程师实现无人机平台智能算法的开发

与应用。项目名称为无人机智能识别算法开发项目，来源是相关部门招投标，总投资经费预

计有1300万，主要的研究内容是研发以无人机为搭载平台的多场景识别算法，主要技术难点

在于算法要求较高的准确率的同时有较强的鲁棒性，并且还要考虑到无人机信息处理方式以

及算法的实时性等问题。我在团队中负责的任务主要有参与制定无人机飞行参数和图像采集

标准，确保采集到的图像满足算法处理的需要；负责水库监测算法的设计和编码实现，包括

目标检测、分类和跟踪等关键技术；参与样本的采集和标注工作，确保训练数据的质量和多

样性；进行算法的训练和测试，分析算法性能，提出可能的优化方案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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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专业实践期间，我参与了一个基于无人机平台的智能识别算法的开发项目，该项目利

用计算机视觉技术，主要目的是通过搭载在无人机上的实时视频分析系统来识别和分析不同

场景中的目标物。整个项目涉及深度学习、图像处理、模型优化等多个领域，这使我能够在

实践中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

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开发一款智能识别算法，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如水库、城市街道等

场景中，准确识别并分类不同的目标物，如人物、车辆、垃圾、烟火等。该算法基于YOLO框

架进行开发，YOLO是一种实时物体检测系统，其特点是能在保证高精度的同时实现快速的推

理速度，非常适合用于实时视频处理和无人机平台的应用。由于项目的应用场景多样，且无

人机平台具有资源有限和实时性强的特点，开发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算法优化和改进，以

确保系统的高效性和精确性。

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数据处理与样本质量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数据的质量和数量对于深度学习模型的训练至

关重要。然而，与我们在实验室中使用的标准数据集不同，实际采集的数据常常包含很多噪

声和不完整的信息。对于无人机平台采集的视频流而言，由于光照变化、天气影响、遮挡物

以及目标物的快速运动等因素，图像质量可能不稳定，导致模型训练效果不理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深刻认识到数据预处理和样本增强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大量的原始数

据，我设计了多种数据增强方法，如图像的旋转、缩放、翻转和裁剪，来增加样本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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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采用了数据清洗和去噪声的技术手段，对图像中的噪声进行了处理，提升了

数据的质量。通过这些方法，我们有效地提高了样本的质量，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数据中的

有效信息。

2.模型优化与推理速度。在无人机平台上，计算资源有限，尤其是在飞行过程中，实时性和

计算效率至关重要。YOLO系列模型虽然在目标检测任务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但其计算量也

非常大，尤其是在高分辨率图像下，推理速度可能不符合实际应用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对

YOLO模型进行优化，以适应无人机平台的计算限制。

我们的主要优化方案是通过模型轻量化来提升推理速度。首先，我对YOLO模型的结构进行了

改进，采用了更轻量级的网络架构来替代YOLO原有的复杂结构。这些轻量化的网络结构在保

持较高精度的同时，大大减少了模型的参数量，从而加快了推理速度。其次，我还采用了量

化技术，将浮点数计算转化为低精度的整数计算，进一步提高了推理效率。在实际的优化过

程中，我使用了PyTorch框架进行推理加速。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运用，我们成功将推理时

间缩短了40%以上，使得该算法能够实时处理无人机拍摄的图像，满足了实际应用的要求。

3.多场景适应性与目标识别准确性。由于该系统需要适应多种复杂的应用场景，如水库、城

市街道、森林等，我们需要确保模型在各种环境下的准确性。然而，由于场景之间差异较大

，传统的YOLO模型在某些特定场景中的表现并不理想。例如，水库区域的目标物往往有较强

的反射光影，城市道路中的目标物可能会受到遮挡，烟雾或火灾的识别可能会受到环境光线

的干扰。

为了提高模型在不同场景下的适应性，我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场景分类与标签处理，确保每种

场景下的目标物有足够的标注数据用于训练。随后，我利用YOLO算法中的多尺度预测机制，

进一步提升了模型在不同尺度、不同距离下的检测能力。此外，为了应对烟雾、火灾等特殊

情况，我对图像进行了自适应亮度调整和颜色校正，保证在光线较差的情况下，模型仍然能

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我们通过无人机平台在不同场景下的飞行实验，调整了模型的检测阈值

，以优化精度与召回率之间的平衡。最终，我们的算法在多个场景中都达到了较高的准确率

和实时处理能力，能够可靠地识别出目标物，并为后续处理提供精确的信息。

4.多目标跟踪与实时反馈 

在无人机平台上进行目标检测时，另一个挑战是如何实时跟踪多个目标，尤其是在动态环境

下。在一个场景中，多个目标可能同时出现在视野中，如在城市街道上，多个车辆可能出现

在镜头前，或在水库中，多个渔民可能同时出现。为了能够在此类场景中准确地识别和跟踪

每一个目标，我们结合了目标检测与目标跟踪算法。通过这些算法的融合，我们能够在YOLO

模型检测到目标的同时，为每个目标分配一个唯一的ID，实现多目标的准确跟踪。

在实时反馈方面，我优化了目标检测结果的传输和显示方式，确保系统能够迅速响应并展示

实时结果，以便相关部门及时采取行动。通过优化目标跟踪算法，我们在多个目标的检测与

跟踪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和优化，我们成功开发出了一款高效、可靠的智能识别算法，并成功

部署在无人机平台上。该算法能够在多种复杂环境下进行实时目标检测，并应用于多种场景

，如水库周边的人员、车辆识别，垃圾与烟火识别，挖掘机违规施工识别等。该系统的应用

，不仅提升了水务、城市管理、消防等部门的工作效率，还为社会带来了显著的安全与管理

效益。例如，在水库管理中，利用人员识别算法，我们能够有效地识别非法垂钓者，及时进

行干预，避免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城市道路管理中，车辆识别算法帮助交通管理部门

实时监控违章停车，减少了交通拥堵，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在消防安全领域，烟火识别算

法帮助消防部门及时发现野外火灾，避免了灾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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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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一

维Reaction偏微分方程

求解软件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2025年04

月07日

登记号：20

25SR0574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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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