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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攻关与创新情况（结合总体定位和研究方向，概述

中心本年度技术攻关进展情况和代表性成果，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在 2019年度，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瞄准嵌入式高性能计算、

嵌入式多媒体实时处理、嵌入式处理器和系统芯片设计等研究方向，取得了一系列技

术突破，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在高性能嵌入式计算领域，在 2015 年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的成果基础上，中

心围绕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系统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研制的相控

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系统在海上重要基地港口进行了示范性应用，作为港口的水下安

防设备，重点防范蛙人、AUV 等的入侵。面向我国深海资源探测国家重大需求，研发

了实时图像声纳系统，已安装到我国载人深海潜器“深海勇士”号，完成了 6个潜次、

最深 3500 米下潜的深海试验，替代了原先的进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面向国家

深海空间站建设重大需求，研发了 500米远距离成像图像声纳，已在千岛湖水域完成

了湖试。同时，中心面向我国国防军工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需求，研制了系列化高性能

嵌入式声纳信号实时采集传输处理系统和高性能嵌入式雷达信号实时处理系统，已在

武器装备上进行列装，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通过与神经工程、生物

医学工程等学科交叉合作，中心将高性能嵌入式计算技术应用到高通量脑神经信号采

集调控系统的研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专项的资助下，正在进行 2048 通道高

通量脑神经信号采集、嵌入式实时计算和反馈刺激系统的研发。相关成果在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IEEE Transactio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等领域 TOP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嵌入式多媒体实时处理方面，中心在多媒体处理算法方面取得多项技术突破。

中心围绕超高速数码印花行业需求，在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成果基础上，研

发了超大流量数码喷印图像数据嵌入式并行处理引擎、嵌入式喷孔堵塞实时监测和自

动清洗系统、嵌入式织物形变实时检测和喷印图像自动校正系统和嵌入式喷印图像缺

陷在线检测系统等一系列系统解决方案，并于行业龙头企业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联合开发了系列化超高速数码印花机，实现了产业化

生产推广，出口到日本、意大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 200 多家印花企业

得到成功应用。中心与医疗内窥镜领域国际领先的日本 Olympus 公司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针对高清医疗内窥镜视频实时处理分析的应用需求，研发了基于嵌入式

众核处理和嵌入式 GPU处理器的内窥镜视频实时处理分析系统。中心与无人售货机领

域国际领先的富士电机公司也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针对无人零售应用场景和需

求，研发了基于深度学习的商品检测识别算法，正在进行基于嵌入式 GPU的无人零售

系统的研发工作。相关成果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等领域 TOP 期刊上

发表论文。 

在嵌入式处理器和系统芯片设计方面，聚焦行业的共性核心关键技术，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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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了 CPU指令集、处理器微体系结构、系统级通信存储架构等方向的高端设计技术，

逐步形成了国内领先的嵌入式 CPU 与系统芯片设计能力和平台，在自主指令集嵌入式

CPU 及国产系统芯片方面持续耕耘和践行。面向国防军工重大战略应用需求，提出高

安全性的处理器及其 SoC架构技术，实现了批量应用，取得显著成效，相关核心关键

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涉密）。中心与南方电网联合研制了基于自主 CPU 的

工控 SoC芯片，构建的 CPU+DSP 多核 SoC融合国产 Sylix实时操作系统，首次实现在

电网工控关键芯片上的国产替代，在电力保护核心设备上成功进行应用示范，成果得

到倪光南院士、吴汉明院士等专家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中心与纳思达联合研制了

基于自主 CPU的打印机主控 SoC 芯片，在奔图打印机中成功批量应用，这也是我国首

个激光打印机主控 SoC芯片，解决了奔图打印机的关键瓶颈，推进其国产替代进程。

2019年底，中国工程院李晓红院长率队 7名院士调研纳思达，对自主打印机主控 SoC

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二、成果转化与行业贡献 

1.总体情况（总体介绍当年工程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情况及其

对行业、区域发展的贡献度和影响力，不超过 1000 字）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在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始终高度重视，并

将研发国际一流技术成果作为中心的目标。2019年度，中心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方

式、技术成果实施许可方式等多种方式与行业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和产品。 

面向我国纺织印花行业转型升级的重大需求，中心与行业龙头企业杭州宏华数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研发了系列化超高速数码印花机，在喷印

速度、喷印精度等关键指标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

提供重要的设备支撑。产品年销售额超过 2.6 亿元，出口到日本、意大利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 200多家印花企业得到成功应用。 

面向国防军工的重大需求，与中船重工 715所、中电十四所、中电五十四所等单

位进行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成功研发了高性能嵌入式声纳信号处理系统、高性能嵌入

式雷达信号处理系统、超低延时高清视频编解码传输系统等型号产品，多种型号填补

了国内空白，已在海军舰艇、军用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上进行列装；在嵌入式芯片研发

及应用方面的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心积极推进嵌入式 CPU和 SoC技术成果在多个行业领

域的应用，包括嵌入式 CPU技术在阿里巴巴的应用，SoC技术在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奔图电子、艾派克微电子等产业龙头企业的应用，打破了我国办公影印、电网、工控

等领域的核心芯片依赖海外进口的困境，加速其自主化和国产替代进程。 

结合行业发展需求，中心与日本 Olympus公司、日本富士电机公司等行业领先企

业展开产学研合作，面向医疗内窥镜、无人零售等行业进行了嵌入式高清医疗内窥镜

视频处理系统、嵌入式无人零售系统等的开发，推动了行业的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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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化案例（当年新增典型案例，主要内容包括：技术成

果名称、关键技术及水平；技术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技术转移

/转化模式和过程；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以及对行业技术发展和

竞争能力提升作用） 
 

1）技术成果：超高速数码喷印设备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传统印染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印染废水，且生产周期长、印花精度低、无法个性

化定制生产，已经严重阻碍了印染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超高速数码喷印要在 1200×

600dpi精度下对最大幅宽 3.2米的织物进行 8色高精度喷印，同时喷印速度达到每小

时 1000 平方米以上，因此必须突破数据流量大、喷印织物易变形、喷头易堵塞和复

杂织物纹理条件下喷印缺陷在线检测等重大技术瓶颈问题。 

中心联合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攻关，在 2017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基础上，研发了基于嵌入式众核处理器的超大流量喷印数据

实时并行处理引擎，实现 1.7Gbps 超大流量数码喷印数据的实时处理，喷印速度超过

1000 平方米/小时；研发了基于嵌入式处理器的喷头状态实时监测系统和喷印图像质

量缺陷检测系统，实时监测 84992 个喷孔的堵塞状态和喷印图像质量；采用以上关键

技术，研发了系列化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超高速数码印花机。 

 

安装在喷头顶部的超大流量喷印数据实时并行处理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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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喷头安装的摄像机及喷印质量检测系统 

产品已出口到日本、意大利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应用于国内外 200 多家企业，

年新增产值 2.6 亿元，新增利润超过 5000 万元。目前，使用本产品喷印的织物超过全

球市场 13%，为全球第二。项目成果已被列入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工信部《工业节能规划》和环保部《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 

 
超高速数码印花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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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成果：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实时信号处理和图像构建关键技术 

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利用相控阵技术形成上万个接收波束，经过实时信号处

理和图像构建，实现水下三维场景的高分辨率成像，具有实时性好、图像清晰、可实

现动目标检测等优点。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存在换能器阵元数量巨大、实时波束

形成和图像构建算法计算量庞大以及低功耗小型化条件下的超高速嵌入式并行实时

计算等重大技术难题，其技术被发达国家所垄断。突破技术壁垒，研发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具有非常迫切的需求。 

中心联合中船重工 715 研究所，在 2015 年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成果基础上，

发明了适用于近场和远场条件下的换能器阵列稀疏方法，解决了换能器阵元数量巨大

所导致的高系统复杂度难题；研究了波束形成算法的计算机制，提出了分布式子阵波

束形成实时处理算法和动态三维图像构建方法，计算量降低了 2 个数量级；发明了基

于大规模 FPGA 的嵌入式并行处理系统架构，实现了 48×48（2304）通道声学信号同

时刻同相位采集以及 128×128（16384）个波束信号的嵌入式高性能实时计算，成功

研制了高分辨率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系统。 

 

系统总体结构框图 

  
系统内部结构及系统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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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在成像距离、分辨率等关键指标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系统已在海上重要

基地港口进行示范性应用，作为港口的水下安防设备，重点防范蛙人、AUV等的入侵。

已安装到我国中科院深海所载人深海潜器“深海勇士”号，完成 6个潜次、最深 3500

米下潜的深海试验，替代了进口产品。面向国防军工重大需求，采用上述核心关键技

术研发了高性能嵌入式声纳阵列信号采集、传输和处理系统，已全面列装我国海军各

类舰艇。 

  

“深海勇士”号安装示意图及中科院深海所出具的应用证明 

3）技术成果：激光打印机主控 SoC 芯片技术 

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国家信息安全显得异常重要。由于打印机产业长

期被日美韩的少数企业所垄断，政府机关、军队及其他涉密单位信息安全受到威胁，

而主控芯片是打印机的核心部件，高端产品的主控芯片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目前我

国仅解决了中低端黑白文印设备信息安全问题，在彩色领域仍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因

此急需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彩色 SoC 及其高端彩色文印设备，以解决我国党

政军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安全问题。 

团队着力研究打印机核心主控 SoC 异构多核体系架构；研究基于国产自主指令

集 CPU 的主控 SoC 软硬件文印数据操控平台；研究主控 SoC 内嵌安全模块；研究主

控 SoC 内嵌 DSP 处理器核和硬件加速引擎单元；研究面向智能文印数据分类和优化

的主控 SoC内嵌 NPU 神经网络处理器核及应用技术。 

在经济和社会效益方面，成果将有助于推进完成自主安全 SoC的高端智能彩色产

品产业化，其系列化产品三年后可累计实现综合销售收入 5亿元，推进我打印机设备

产业基地的建设。成果的实施将推进我国智能彩色文印设备产业的发展，夯实我国智

能彩色文印设备产业发展的基础，消除了我国政府、军队和所有涉密企事业单位打印

机泄密的隐患，保证了国家的信息安全，同时也增强了我国 IT 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成果填补了国产高端彩色激光打印机主控芯片的空白，通过自主设计，使得我国

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将我国彩色打印机主控芯片和彩色打印机整机的研制能力提升至

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通过相关技术和产品研发，进一步促进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和智

能彩色打印机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为国家信息安全提供重大技术保障和产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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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印机主控 SoC芯片结构及打印机整机 

 

4）技术成果：电力专用 SoC 芯片技术 

目前，我国电力工控领域 SoC 芯片为外国厂商所垄断，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贸易

战背景下，各大电力二次设备厂商纷纷筹划进口芯片的替代解决方案，但绝大部分技

术路线仍严重依赖欧美厂商所提供的处理器指令集和架构体系（如 ARM），未能实现

真正意义的国产自主可控，一旦发生贸易或军事冲突，依然可能出现类似中兴、华为

等技术禁运事件。 

团队从“电路级—芯片级—设备级—系统级”等各层面，研制完全基于国产的架

构和指令集的电力专用芯片。关键技术在于基于国产 CPU 核实现多核芯片设计、验

证、流片、封装、测试的全境内国产化，研制全国产电力专用 SOC芯片并应用于电力

保护、配网和计量等多应用场景。项目团队由南方电网牵头，联合本中心、杭州朔天、

长园深瑞、国电南自、长沙威胜等国内核心团队，开发研制全自主的电力 SoC专用芯

片，有望实现电力芯片核心元器件的完全国产化替代。 

 

电力专用 SoC芯片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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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将最终形成八类电力终端，覆盖电网终端 70%以上关键设备的核心器件，实

现国产替代。目前已在广东佛山等地完成前期示范，正进一步推广应用。此外，在深

圳南山及前海自贸区进行全新的试点示范，工程预计于 2021年 6月建成，将覆盖 200

户居民用户、1座 110kV变电站、30个充电桩以及智能楼宇。 

 
基于自主电力专用 SoC芯片开发的应用系统电路板 

 

系统成果应用于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绿色电力供需友好互动示范平台（深圳市南山区及前海自

贸区），建成电力系统终端嵌入式组建和控制单元安全防护示范工程 

 

5）技术成果：基于嵌入式 GPU 的高清内窥镜视频处理系统 

自 2007 年起，中心与医疗内窥镜行业排名第一的企业日本 Olympus 公司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围绕高清内窥镜视频实时处理系统研发共同开展工作。在 2019

年度，中心与日本 Olympus 公司合作研发了基于高性能嵌入式 GPU 和高性能 FPGA

的高清内窥镜图像实时处理和分析系统原型样机，实时进行 1080p60 全高清内窥镜视

频的采集，并对视频中的内容进行实时分析，给出辅助诊断建议，并叠加在当前视频

上进行实时输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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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能够以每秒 60 帧的速度对内窥镜视频进行实时分析，并且输入到输出的

延迟在 1 帧以内，满足了医生实时手术操作的需求。原型系统已经通过 Olympus 公司

的验收，将继续开展产品化的工作。 

NVIDIA 
Jetson Xavier

XC7A100T
3G-SDI IN
1080P60

Deserialize

88SE9170

Serialize
3G-SDI OUT

1080P60

AI processing unit

video capture & display unit

SD Card

Keyboard
USB mouse

PCI-E x4 irq/gpio/etc

UART

eSATA

CycloneV SoC

USB

UART

WDT ×2

FRAM

ENDO_IF

UI display unit

Serialize
3G-SDI OUT

1080P60

RGMII

USB 
MUX

USB
88E1512

RJ45

88E1512RJ45

 

基于高性能嵌入式 GPU的原型系统处理主板硬件结构框图 

 

基于高性能嵌入式 GPU的原型系统处理主板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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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窥镜视频实时检测结果 

 

6）技术成果：基于嵌入式 GPU 的无人零售系统 

自 2016 年起，中心与无人售货机行业排名第一的企业日本富士电机公司建立了

合作关系，面向无人零售行业的发展趋势，合作进行商品检测识别算法和基于嵌入式

GPU 的无人零售系统的研发。 

本项目采用 4K 分辨率超高清摄像机同时采集 8 层货架的全景图像，通过自主研

究开发的多级深度学习网络，实现货架商品的检测、大类分类和商品细分类。中心研

发的算法目前已经在 430 多种商品类别进行了实际测试，识别正确率达到 95%以上；

同时，该算法已在 NVIDIA 高性能嵌入式 GPU 平台 Xavier 上进行了部署和优化，实

现了商品的实时检测和识别。目前，正在结合实际应用场景，进行进一步的系统优化

和产品化开发工作。 

 

基于深度学习的货架商品检测算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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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架商品照片及商品实际检测效果 

 

3.行业服务情况（本年度与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提供技术

咨询，为企业开展技术培训，以及参加行业协会、联盟活动情况）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注重与企业的合作技术开发，解决企业

在产品开发、产品升级中实际的技术难题，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中心所有的工程化

案例及成果均是与国内国际行业领先企业合作的成果，面向行业实际需求，解决行业

发展中的“卡脖子”难题。 

中心与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基于嵌入式众核处理器和高

性能 FPGA 的超大流量喷印数据实时并行处理引擎，解决了阻碍行业发展近十年的超

大流量喷印数据实时处理难题，将喷印速度从 200 平方米/小时以下提高到 1000 平方

米/小时以上；中心与中船重工 715 研究所合作基于大规模 FPGA 的嵌入式并行处理系

统，在小体积低功耗条件下实现了超大计算量、超高内存带宽需求的实时波束形成计

算，并最终研发了相控阵三维声学摄像声纳系统；中心与日本 Olympus 公司、日本富

士电机公司合作研发的高清医疗内窥镜实时处理系统和基于嵌入式 GPU 的无人零售

系统，均是瞄准行业发展趋势，研发的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系统。 

中心还与广东电网深度合作，联合开展对国产自主电力专用 CPU芯片与进口通用

CPU 芯片对比验证研究，针对电力应用场景的终端设备中电力专用 CPU 芯片的需求展

开调研，分析国内外电力专用 CPU 芯片的应用现状和发展趋势，采用国产电力专用 CPU

芯片，设计开发了一套电力专用 CPU芯片验证平台，从电力专用 CPU芯片的厂商研发

实力、生产制造、供应链等方面进行 CPU产业化保障的分析。 

面向国防军工应用重大需求，中心与多个军工研究所开展合作，在特殊指令集处

理器及其 SoC芯片技术研究、高性能嵌入式实时处理系统研发等各个领域做出了重要

贡献，创新性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研发的系统在海军舰艇、军用无人机等

武器装备中进行列装。 

2019年度，中心加强与国际行业龙头公司合作，解决行业内前沿问题，新增国际

横向项目 2 项，总经费达 371.57 万元。与国际自动售货机第一品牌公司日本富士电

机开展基于深度学习的无人超市商品自动识别项目，已实现 436 种商品大类的分类，

正确率达到 95%以上，并将算法在嵌入式平台的加速及部署。与国际内窥镜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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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奥林巴斯公司开展的基于嵌入式平台的内窥镜视频处理系统的开发，解决了基于

深度学习算法的内窥镜系统小型化的难题。 

 

三、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支撑学科发展情况（本年度中心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用以

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技术研究为相关学科建设起到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中心瞄准嵌入式高性能计算、嵌入式多媒体实时处理、嵌入式处理器

和系统芯片设计和嵌入式系统软件等研究方向，近年来取得一系列技术突破，共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涉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浙江省技术发明一等

奖 1 项。本年度新增科研项目 30 余项，项目到账总经费 7739.67 万元，为相关学科

发展提供了多个直接面向国家重大工程的实践平台。本年度中，中心骨干教师共承担

1631课时的本科生教学任务和 784课时的研究生教学任务，同时教师注重教学相长，

能够将先进的技术成果和技术发展趋势放到课堂教学内容中去，为学科的课程建设工

作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为学科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在推动学科交叉方面，中心积极推进了与神经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电气工程等

学科的深度交叉合作。在神经工程学科方向，中心牵头启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仪器

专项项目“脑神经网络复杂系统的实时解析与调控仪器研制”，与浙江大学求是高等

研究院联合，将高性能嵌入式计算技术应用到高通量脑神经信号实时处理，正在进行

2048通道脑神经信号实时采集、脑神经信号实时分类和解码、脑神经信号实时反馈刺

激系统的研发。在生物医学工程学科方向，中心通过深度学科交叉合作攻克了低成本

可大规模工业化量产的柔性长程心电、体温等生理信号获取难题，研制了小而轻薄的

生理信号监测节点，在穿戴感受体验良好的情况下实现 14 天以上的超长程心率、血

氧、血糖、血压等生理参数的连续监测，已在多家医院完成临床试验，形成批量化产

品。在电气工程学科方向，中心与浙江大学电气学院韦巍老师团队、徐文渊老师团队

的紧密合作，发挥各学科优势，在电气工控及其安全方面的系统芯片软硬件上开展深

入的研究探索 

在新兴学科建设方面，积极响应国家需求，设立了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在原有微电子学科基础上，以处理器为立足点，加大嵌入式系统与集成电路设计的技

术融合，加快浙江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方向的建设。通过和阿里巴巴平头哥、

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纳思达等行业领域龙头企业的合作，以集成电路设计为导向，

推进了各行业关键器件的国产替代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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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情况（本年度中心人才培养总体情况、研究生代

表性成果、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行业企业开展联合培养情况，不

超过 1000 字） 
2019年度，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开设了多门嵌入式系统相关

课程，包括片上系统接口与模块设计、SoC设计验证和测试及技术、CMOS射频集成电

路设计、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嵌入式系统、电子系统工程设计、电子信息系统等，

培养博士研究生 12名，硕士研究生 40余名和一批本科生，为嵌入式系统行业培养了

大批专业人才。 

中心与阿里巴巴达摩院、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珠海艾派克微电子

有限公司、杭州宏华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领先企业建立了联合研究生教育实

践基地，结合行业需求，共同进行研究生的培养。中心与纽约大学陈哲博士团队在神

经信号处理领域开展合作，派出呼思乐、肖征东两位博士进行交流；与天普大学 Haibin 

Ling 教授团队在多媒体处理领域开展合作，派出陈琳博士进行交流。2019 年度，中

心共发表 SCI/EI 论文 3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 余项，其中研究生代表性成果

如下。 

博士生付志航针对视频监控系统应用中真实世界监控场景目标检测需求，提出了

一种基于前景增强与背景对齐的目标检测算法，首先使用背景消除算法对监控视频的

时间上下文信息加以利用，提取每帧图像对应的前景图像，并使用前景图像生成特征

级别掩码，增强前景物体区域的特征表达，抑制背景区域的噪声响应；随后使用成对

式的非局部关联操作解决背景图像和原始帧图像之间的未对齐问题，完成对检测框的

精准定位回归。在多个数据集上进行大量对比分析实验，证明所提出的算法超越其他

诸多算法，在监控场景中具有优秀的检测性能。上述研究成果 Foreground Gating and 

Background Refining Network for Surveillance Object Detection 已发表在在领

域 TOP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IF=6.79）上。 

博士生赵冬冬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全场景的非网格化稀疏阵列设计方法，首先基于

十字型阵列对远近场波束图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种包含整个三维场景各个距离信息的

能量函数，在稀疏优化过程中，可以有效抑制全场景内波束图的旁瓣高度；在此基础

上，针对远场条件下的稀疏阵列提出二次优化方法，降低系统在远场工作时所需的阵

元数量；为进一步提升阵列稀疏率，在模拟退火算法中引入位置扰动参数，提高稀疏

优化的自由度。上述成果 Optimized Design for Sparse Cross Arrays in Both 

Near-Field and Far-Field 已发表在在领域 TOP 期刊 IEEE Journal of Oceanic 

Engineering（IF=3.03）上。 

博士生郑博仑针对数字相机在拍摄屏幕中所产生的颜色退化与摩尔纹噪声，提出

了一种集颜色退化与纹理噪声与一体的图像退化模型，并基于摩尔纹噪声的多尺度多

频率特性，提出了一种多尺度带通滤波的卷积神经网络，实现。该网络首先通过多尺

度的带通滤波模块实现摩尔纹噪声的去除，随后通过全局色调映射模块和局部色调映

射模块相结合的方法，实现颜色复原。上述方法在 AIM2019图像去摩尔纹挑战赛上获

得了客观图像质量评价和主观图像质量评价两个赛道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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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队伍建设情况（本年度中心人才引进情况，40 岁以下

中青年教师培养、成长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承建单位目前共有固定人员 36 名，其

中教授 11名，副教授（副高职称）19名，其他成员包括博士研究生 50余名，硕士研

究生 120余名，人员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是一支可持续创新

的人才梯队。 

在人才引进方面，中心引进了赵博研究员和丁鼐研究员。赵博研究员是国家特聘

青年专家、达林顿奖获得者。2011 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2013-2015年于新加坡国

立大学做研究员，2015-2018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项目科学家。长期

从事 CMOS 射频芯片设计，先后流片设计十余款射频芯片，包括硬件防伪芯片、可穿

戴/植入式通信芯片等、以及相关的配套系统。设计了当时世界上最小的 Radio芯片，

尺寸仅有 116umx116um，无需电池、无需管脚、带片上天线、双向通信，成果以第一

作者发表于 ISSCC（被誉为“集成电路领域的奥林匹克”）。在电路与系统领域发表各

类论文 50余篇。 

丁鼐研究员是国家“青年千人”，2012 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博士学

位，2012-2015年为美国纽约大学心理系博士后，浙江大学 “百人计划”研究员。主

要研究领域为利用信号处理和人工智能技术分析、建模人类行为和脑活动，研究大脑

如何加工语言、音乐、视频等动态信息。于  Nature Neuro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PNA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Neuron 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其中 2016年发表在 Nature Neuroscience 上

的工作被认知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Noam Chomsky 高度评价并引用，该文章的关注度指

数（Altmetric score）在该期刊同时期发表的 86篇文章中名列第二。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 

1.主管部门、依托单位支持情况（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

度为中心提供建设和运行经费、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

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研究生招生名额等方面给予优先

支持的情况，不超过 1000 字） 
中心依托单位浙江大学，为中心在各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浙江大学制定了一系列的科研基地管理办法，包括指导意见、管理细则、分类考

核制度等，规范各类科研基地的日程运行管理。此外，浙江大学还出台了《浙江大学

公用房管理办法》(浙大发房〔2014〕14号)等政策，为各类科研基地的科研场所提供

保障；出台了《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方案(试行)》(浙大研院〔2014〕

25 号)等政策，为科研基地高层次人才的招生名额给予支持；出台了《浙江大学仪器

设备资产管理办法》(浙大发设〔2015〕1 号)等政策，给予实验室开放共享好的大型



— 17 — 

仪器设备维修费补助。在学校政策的基础上，中心也出台了自己的系列管理文件，在

日常运行中严格执行相关规定。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周亦卿科技大楼、老生仪楼等教学楼中，共为中心提供了

共计 4700 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同时，每年安排专项经费支持中心日常运行，用于材

料购置、学术交流等。在人才引进方面，浙江大学也提供了优越的薪资待遇、住房保

障等，吸引青年才俊加盟。 

中心还注重开放交流，与浙江大学兄弟院系以及浙江工业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浙江理工大学等相关专业均有合作交流，同时也为合作交流的临时人员提供了工

作场地和科研仪器等工作条件。 

 

2.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情况（本年度中心 30 万以上大型仪器

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改造旧设备等方

面的情况）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加强了仪器设备管理，包括制定中心仪

器设备管理办法以及中心安全制度，并在日常的建设运行中严格执行中心的各项制

度，以保证仪器设备的安全规范使用。 

实验室所有大型仪器均已提交浙江省大型仪器平台进行共享。中心所有仪器设备

的型号、用途、存放地点、购买时间、实物照片等信息，以及是否可共享和是否报废

等信息均有详细记录，。同时专人记录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包括使用人、联系

电话、使用时间、使用时长等，开放共享给中心外人员使用时，要求技术人员对使用

人员进行操作指导，保证仪器的安全及规范使用。 

 

3.学风建设情况（本年度中心加强学风建设的举措和成果，

含讲座等情况）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作为一个教学和科研的基地，十分重视

学风建设。中心结合学科特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风建设活动。中心定期开

展学术沙龙活动，每次邀请不同课题组的教师或骨干研究生分享最新的科研进展，促

进课题组之间的学术交流，培养良好的科研习惯和态度。 

中心以解决成果转化和工程化中的前沿技术难题为根本任务，鼓励教师和研究生

到工程一线去做研究、解决问题，研发具有国际先进和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同时，

强调以研促教、教学相长，将最先进的技术成果、最新的技术趋势带到课堂中，既保

证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同时能够做好课堂思政，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4.技术委员会工作情况（本年度召开技术委员会情况） 
中心按照规程在年度内召开了一次技术委员会会议。中心的技术委员会委员都是

领域内顶级专家学者，且有热情为中心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心的发展被进一步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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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心学术年会上，技术委员会委员听取了中心工作报告、科技报告，积极讨论并为

中心的发展给出方向性建议，保证中心的稳步发展。 

 

五、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团队建设和制度优化的总体计划，不超过 1500 字） 
浙江大学嵌入式系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团

队建设和制度优化方面保持了往年的优势，但是在中心日常运行中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同时，国家也明确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等要求。结合中

心本身的问题和国家的要求，特制定 2020年度工作设想如下： 

1、技术研发方面，中心继续将研发国际一流技术成果作为目标。2020年度，中

心将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方式、技术成果实施许可方式等多种方式与中国

电网、杭州宏华、中船重工第 715研究所、中电十四所等行业领先企业和研

究所进行合作，力争研发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技术

成果和产品，为行业需求和国防需求服务。同时，在 2020年度中，中心将争

取新申请和授权发明专利 15项以上，并将继续积极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2、成果转化方面，中心积极主动与企业、研究所等进行对接，将科研成果转化

到实际行业应用需求中去，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针对十九大建

设科技强国的要求，我们亟需将先进的技术手段应用到我国的国防事业中，

为。2020年度，中心将继续通过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为行业发展和我国的高

精尖武器和装备研制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进一步加强现有知识产权的成果

转化力度，通过实施许可、转让等形式将知识产权从纸面转化到实际应用中

去。 

3、人才培养方面，中心将持续注重对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培养，通过与海外高校

和科研机构的互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多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

同时充分利用行业领先企业建立了联合研究生教育实践基地，结合行业需求，

提高研究生的工程素养。中心教师将继续重视课堂教学，能够将先进的技术

成果和技术发展趋势放到教学内容中去，争取为嵌入式系统培养更多专业人

才。 

4、团队建设方面，加强中心的对外宣传，加强中心的开放和交流工作，让更多

的青年科研人员了解中心，参与到中心的科研项目中来；同时，吸引更多的

人才加入到中心团队中来。加强技术委员会的作用，严格按照规定组织技术

委员会活动 1次以上，并要求所有委员到会，为中心的发展和科研方向起到

良好的指导作用。 

5、制度优化方面，加强中心的运行管理，严格执行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如规

范中心仪器设备使用流程，规范操作流程以确保使用安全，同时最大限度地

对外开放中心的仪器设备资源，以实现对中心现有的仪器设备的合理充分利

用。在今后的工作中，争取将中心建设成为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工程研

究与人才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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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度运行情况统计表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1 高性能嵌入式计算 
学术 

带头人 
陈耀武 

研究方向 2 嵌入式多媒体实时处理 
学术 

带头人 
陈文智 

研究方向 3 嵌入式处理器和系统芯片设计 
学术 

带头人 
黄凯 

研究方向 4  
学术 

带头人 
 

工程中心面积 4700m2 当年新增面积 0 m2 

固定人员 36 人 流动人员 121 人 

获奖情况 

国家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当年项目到账 

总经费 
7739.67 万元 纵向经费 2342.10 万元 横向经费 

5397.57

万元 

当年知识产权

与成果转化 

 

专利等知识产权 

持有情况 
有效专利 98 项 其他知识产权 项 

参与标准与规范 

制定情况 
国际/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以转让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项 其中专利转让 项 

合同金额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万元 其中专利转让 万元 

以许可方式转化

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项 其中专利许可 项 

合同金额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万元 

当年到账金额 万元 其中专利许可 万元 

以作价投资方式

转化科技成果 

合同项数 项 其中专利作价 项 

作价金额 万元 其中专利作价 万元 

产学研合作情况 
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项目合同数 
27 项 

技术开发、咨询、服

务项目合同金额 

3697.57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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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服务情况 技术咨询 8  次 培训服务 人次 

学科发

展与人

才培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电子信息技术

及仪器 
学科 2 电路与系统 学科 3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研究生 

培养 

在读博士 37 人 在读硕士 84 人 

当年毕业博

士 
12 人 当年毕业硕士 43 人 

学科建设 

（当年情况） 

承担本科

课程 
1631 学时 

承担研究生

课程 
784 学时 

大专院校 

教材 
部 

研究队

伍建设 

科技人才 教授 11 人 副教授 19 人 讲师 6 人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2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