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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总结 

本成果是浙江大学和世界光电知名企业（日本滨松光子学株式会

社，以下称“日本滨松”）在近 30 年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实践中取得

的。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重要使命，是国

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围绕国家战略的迫切人才需求，人才

培养过程中的传统交流合作必须向深度交流合作升级，并在培养目标

共识、培养模式和协同机制上不断创新完善。为此，浙江大学光电科

学与工程学院与日本滨松深度合作，构建了“双能共建”高质量的光

电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  

在科研创新方面，强调创新为首，改革课程体系，跨学科跨地域

交叉融合教育，强化实践环节；在国际合作方面，学校与企业建立合

作实体，构建联培制度，共同培养研究生。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国际教育资源，积极借鉴和吸收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类一切

先进文明成果，真正达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成果关于“双能共建”的人才培养模式被入选了 2012 年教育部

组织的首批 21 个“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典型案例”之一。

成果应用对光电学科而言，1995 年建立浙江大学与日本滨松光子学

联合实验室；2004 年，滨松赠送所有仪器设备，成立浙江省首个医学

PET 中心，服务浙江省超万人。以实体为据点，由于医学 PET 中心

所带来显著社会效益，这同样有利于保证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创新的

持续性，也有利于使培养的研究生具备作风严谨、国际视野、市场意

识等特点，这也使得毕业生综合素质显著提高，部分毕业生奔赴国家

重点工程岗位，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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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成果简介示意图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目前，学识功底厚与技能强两者兼备的复合型高级人才供不应求，

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这就体现出社会经济的发

展要求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有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更重要的

是要有实践能力和技术研发水平。研究生教育在实际发展中主要存在

以下实践问题（具体见图 1）： 

1. 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亟需深化 

结合国家及学校发展需求，结合学科发展特点，需要不断拓展全

球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与国内外一流大学、学术机构和国际知名

企业的全球科研合作，拓展全球科技合作网络，建设跨学科的国际科

研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研究和国家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推动和组织国际重大科技合作项目，成为发展高质量合作与交流的关

键。然而，零散的国际合作模式，缺乏长期持续性的有效载体，研究

生培养质量难以形成“涌现”效果。如何发展全球性、多模式、多领

域的科研合作和科研实践？——这成为一个新课题。这样的合作与实

践的开展将有力地支撑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2. 知识体系与光电产业的发展难适应 

光电学科呈现光+X 发展的特点。早在 90 年代，浙江大学光学工

程教育就提出了光、机、电、算的理念与实践。光电涉及相关问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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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通过多种思路、方法、手段与工具协同加以解决，因而需要由多学

科人员密切协作、互相配合。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这些思路、方法、

手段，甚至工具就凝结成一套特定的研究方法或范式。然而，研究生

的知识体系与光电学科的未来发展匹配度上存在不足。传统的光电研

究生教育培养侧重于具体方向的理论知识的传授，难以适应光电学科

的发展特点，完善研究生的知识体系缺乏有效路径。 

3. 能力素养与国家战略需求有差距 

研究生能力素养与产业前沿存在“断”层，急需提升研究生的能

力素养，拥有解决疑难复杂工程和“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使命要求，

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产业需求是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向

产业前沿，需要积极构建与国际产业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助力学生

科技创新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 成立机构，完善制度，构建多维度国际合作 

成立于 1953 年的日本滨松，是目前世界上科技水平最高的光

科学和光产业公司之一；旗下成立于 1985 年的日本滨松中央研究

所专门致力于光子学相关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东京大学小柴

昌俊教授曾采用日本滨松 20 英寸光电倍增管进行中微子实验并

获得 2002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2015 年采用滨松的 APD 产品的

探测手段，验证了希格斯粒子存在的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日本滨松每年投入销售额 15％的科研经费，其中一半投入到中央

研究所，目前研究所共计研究人员约 300 人。日本滨松的产品被

广泛的应用在医疗生物、高能物理、宇宙探测、精密分析等产业

领域，是光产业界的领军企业。一方是世界知名的光电企业，一

方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光学人才培养基地与光学科研基地，在 1995

年双方成立了浙江大学与日本滨松光子学联合实验室（国际光子学

实验室，ZJU-Hamamatsu）。依托双方共建的联合实验室，从政策

制度、实践格局、观念认识等各方面入手，建立合作机制。2004

年，赠送给浙江大学价值约为 1 亿元人民币的正电子断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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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和加速器设备，与浙江大学共同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个

PET 中心，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医学 PET 中心，滨松赠送的设备也

是浙江省首台套设备。 

双方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驱动发展，通过研究生培养的

重点、方式、规划、绩效评价、调整机制等系列要素的规划，以

资源等诱致性因素来激发各学院积极参与到研究生培养实践工作

中来。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形成定期反馈机制，由于资源有限、竞

争激烈和路径依赖，使得学生培养过程出现了执行偏差，不断完

善合作制度，孕育了协同育人新机制，辐射出与美国 UCLA、NIH、

哈佛大学等合作模式，构建了多维度的国际合作范式。  

2. “学校-导师-学生”三位一体，形成完善知识结构的新途径 

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流、国际理解的博士生是研究生

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将促使大学办学

更加开放，与外界的联系交流更加紧密，使研究生教育与人才培

养能够充分利用国际的学术环境和条件，在国际交流的学术氛围

中得到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和日

本滨松双方约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以联合实验室为纽带，双

方共同设计，整合育人资源，优化课程设置，设立校企双导师制度，

形成项目制育人机制。日本滨松每年会从浙江大学招收并资助 2-3

名博士生去日本中央研究所研修一年，同一博士生，具有双方导

师，完成课题研究，回国后继续在双方导师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

论文。由于灵活地采用项目制治理，控制协调好项目制的刚性、

确定性、程序性与学生柔性、不确定性的矛盾之处，形成学校-导

师-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浙江大学邀请日本滨松的技术专家来校

作为兼任教授或举办专题讲座，日本滨松也会邀请浙江大学教授

过进行学术交流。双方互派互访，联合申报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一起合作研究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对于高校而言，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信息优势，包括产业需

求信息、卡脖子技术日方发展的情况等，并以此来确定或及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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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出真正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

素质、强技能的人才，以及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企业聚集

着一大批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实用型技术人才，市场需求，新工

艺、新技术，正是通过他们聪明的大脑、灵巧的双手才转化为新

产品，这可以弥补学校教育实践不足的缺陷。  

此项工作也入选了 2012 年教育部组织的首批 21 个“高校与

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典型案例”之一。 

 3. 共同投入，共同参与，全面提升研究生能力素养 

双方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建立多个研究生实践基地，依托产业前

沿教书育人。根据光电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技术趋势，动态调整课程

设置和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的时效性和前瞻性，满足行业发

展的实际需求。鼓励学生参与具有光电前沿特点的项目设计，通

过研究型学习和创新实验的建设，为学生提供自主探索和实践的

机会。同时，通过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激励学生在科研创新中发

挥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与滨松集团的合作，将最新的行业需求

和技术动态引入教学和研究中，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光电

领域的前沿信息，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竞争力。不仅注重学生

的学术研究能力，还关注其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本项目强化国际合作、科研创新、国家需求、学生自我成长等各

种驱动力，实现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各方力量的深度融合与高效协同，

推动研究生自身创新力与竞争力的不断创生。 

三、成果主要创新点 

1.“机构-制度-合作”同频共振，研究生培养质量形成“涌现”

效果：浙江大学与日本滨松成立了光子学联合实验室，形成定期反馈

机制，并不断完善合作制度，努力构建多维度的国际合作模式。该

合作模式具有长期持续性的实际载体，使得研究生培养质量形成

“涌现”效果。 

2.“学校-导师-学生”三位一体，共同履行在“招生-培养-就业

-深造”人才培养全链条上的育人职责：提出并实施“双能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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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培养模式，浙江大学与日本滨松共同设计，整合育人资源，

优化课程设置，设立校企双导师制度，形成多种育人机制，使得研究

生的知识体系与光电产业的发展相适应。 

3.“科研-教学-产业”相互赋能，就疑难复杂工程和“卡脖子”

技术问题方面凝聚力量：与滨松集团合作，强化国际合作、科研创新、

国家需求、学生自我成长等各种驱动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能力素养，

使研究生能力素养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四、成果推广应用及贡献  

1. 创新研究生培养国际合作新模式，全国引领示范 

所提出并实施的“双能共建”人才培养模式，入选为 2012 年教

育部组织的首批 21 个“高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典型案例”。

完成教育部教指委等教改项目 10 余项，发表教学论文 20 余篇。日本

滨松赠送近 1 亿元仪器设备，2004 年成立浙江省第一个 PET 中心，

服务浙江省一万余人，带来显著社会效益。双方依托联合实验室培养

的研究生 100 余名，部分奋战在重大工程的关键岗位。 

2. 科研教学成果获高度认可 

获得的科研教学成果有：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浙江省高

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特等奖 1 项，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浙

江省级优秀教师等；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等；双方合作发表论

文近 80 篇。研究生主导联合发表 Nature、Nature Biotech、Nature 

Methods 论文多篇，研究成果得到十几家中外媒体的报道；正面引用

的文章发表在包括 1 篇 Science、7 篇 Nature、50 多篇 Nature 子刊上，

引用人员来自于 2 名诺贝尔奖得主，几十位中、美、欧洲国家的院士。

获得过美国显微镜协会颁发的显微成像技术创新奖，IEEE fully 3D 的

Women in Medical Imaging 奖项。1 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

基金支持，2 人获国家优青支持。 

3. 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 

研究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奖学金 18 人：王毅（刘崇）、王佳（白

剑）、胡映天（王晓萍）、文一章（王晓萍）、庞凯（王晓萍）、程瑞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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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凯巍）、陈浩（汪凯巍）、杨恺伦（汪凯巍）、林书妃（汪凯巍）、

李华兵（汪凯巍）、鲍宇涵（汪凯巍）等；获得浙江省奖励 12 人：胡

映天（王晓萍）、文一章（王晓萍）、 王彬宇等；获得国际学术会议奖

16 人：崔佳楠（刘华锋）、穆礼德（刘华锋）、王博（刘华锋）、徐鹏

程（刘华锋）、刘之源（刘华锋）、胡映天（王晓萍）等；校友获得国

家杰青、国家优青等。校友中涌现出一大批总工级人才，工作在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高能物理所、电子部 32 所等关键的岗位上，也有

校友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科技创新青年拔尖人才、浙江省市场监管

系统学科带头人、浙江省“万人计划”科技领军人才等人才称号。研

究生（含毕业）作为完成人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励多项，包括国家

的科学技术进步奖、浙江省的科学奖等：陈舒杭（刘华锋）——工程

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者；林桢（王晓萍）——浙江省科技进步

奖三等奖、浙江省能耗双控工作成绩突出个人通报表扬；张冰（王晓

萍）——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文一章（王晓萍）——中国

仪器仪表学会教育教学成果奖；卢乾波（白剑）——中国发明协会一

等奖、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叶必卿（刘崇）——浙江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潘孙强（刘崇）——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纺联

科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学科带头人；陈哲敏（刘崇）

——省科技进步奖（2 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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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相关支撑材料 

（一）多维赋能，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1. 教学相关情况 

1.1 主要教学奖清单 

⚫ 王晓萍-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 项） 

  

⚫ 汪凯巍-浙江省高校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竞赛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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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剑、汪凯巍-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一等奖金奖（优秀

指导教师） 

 

 

 

 

 

 

 

 

 

 

 

 

 

 

 

⚫ 汪凯巍-第八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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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学论文清单 

序号 教学论文名称 

1 “基于项目学习和实践”的课程改革创新与实践 

2 “嵌入式系统”课程教学与实践探讨 

3 “微机系统及应用”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4 “以课堂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的教学方法改革 

5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法、学法、考法改革与实践 

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教学探索 

7 概论型实习课程的设计构建与优化探索 

8 工学与医学跨学科交叉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9 构建先进实验平台，适应系列课程实践教学需求 

10 构建以效果和能力培养为主导的实验教学模式 

11 国外大学光电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模式的调查与分析 

12 基于项目学习和实践的课程改革创新探索 

13 课程实验在工程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及实践探索 

14 世界著名大学光电类实验课成绩评价体系初探 

15 提高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水平的研讨 

16 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践教学过程和内容的改革与探索 

17 虚实结合、层次培养的多元实践教学探索 

18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改革与实践 

19 自构建光纤链路的 OTDR 测试实验及教学实践 

20 
联盟视角下的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优

化研究 

21 
研究型大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制订依据与分析——信息

工程（光电）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分析 

22 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的组织工作研究 

23 
光电信息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与工业人才职业需求匹配度的

研究 

24 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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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论文首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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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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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科研奖清单 

⚫ 刘华锋-浙江省科学技术/自然科学二等奖（2 项）、吴文俊人工智

能科学技术奖、广东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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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剑-军队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 何宏建-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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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崇-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第二届“金燧奖”中国光电仪

器品牌榜金奖、中国光学十大进展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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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凯巍-华为科技“火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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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个人荣誉清单 

⚫ 刘华锋-国家自然基金委杰出青年、浙江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 郭敏-海外优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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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萍-浙江省级优秀教师、宝钢优秀教师、教育部工程教育认证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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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强合作，构建高质量育人新格局 

1. 加强国际合作广度，提升教育平台质量 

1.1 建立实体合作平台 

⚫ 浙大医学 PET 中心成立 

 

⚫ 浙大-滨松国际光子学实验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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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互派互访，合作关系不断巩固与升级 

⚫ 兼任教师示例 

 

（2013 年日本滨松昼马明社长兼任浙江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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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日参观交流示例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到日本滨松中央研究所交流学习）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8 年造访日本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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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28 在日本滨松中央研究所开展交流学习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年造访日本滨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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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华合作交流示例 

 

 

 

（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 65 周年庆典大会上，滨松光子学商贸（中

国）有限公司向浙江大学捐赠 100 万元用于支持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等人才

培养工作。） 

 

 

2023 年 9 月 15 日战略合作座谈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邵逸夫科学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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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滨松公司成员到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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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联合培养研究生清单 

⚫ 共 100 余人，示例为部分联合培养契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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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联合发表论文清单 

⚫ 联合发表论文近 80 篇，示例为部分联合发表的论文列表 

序号 部分联合发表的论文 

1 

Li F, Mukohzaka N, Yoshida N, et al. Phase mod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optically-addressed parallel-aligned nematic liquid crystal 

phase-only spatial light modulator combined with a liquid crystal 

display[J]. Optical review, 1998, 5: 174-178. 

2 

Zhang H, Tsuchiya Y, Urakami T, et al. Time integrated spectroscopy of 

turbid media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Beer–Lambert law: consideration 

of the wavelength dependence of scattering properties[J]. Optics 

communications, 1998, 153(4-6): 314-322. 

3 

Nagai S, Watanabe M, Shimoi H, et al. A new compact position-sensitive 

PMT for scintillation detectors[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1999, 46(3): 354-358. 

4 

Zhang H, Urakami T, Tsuchiya Y, et al. Time integrated spectroscopy of 

turbid media based on the microscopic Beer-Lambert law: application to 

small-size phantoms having different boundary conditions[J]. Journal of 

Biomedical Optics, 1999, 4(1): 183-190. 

5 
Igasaki Y, Li F, Yoshida N, et al. High efficiency electrically-addressable 

phase-only spatial light modulator[J]. optical review, 1999, 6: 339-344. 

6 
刘华锋, 鲍超. PET 探测器的现状及发展趋势[J]. 仪表技术与传感器, 

2000, (7): 39-41. 

7 
刘华锋, 鲍超. PET 用新型深度编码探测器设计[J]. 光子学报, 2000, 

29(6): 564-568. 

8 

Liu H, Bao C, Watanabe M, et al. Investigation of ISO scintillators for 

high-resolution PET detectors[J]. Acta Photonica Sinica, 2000, 29(5): 

449-453. 

9 
刘华锋 ,鲍超 ,山下贵司 .新型位置灵敏光电倍增管的性能测量(英

文)[J].高能物理与核物理,2000,(09):875-879. 

10 
刘华锋.小动物用 PET 系统的新型位敏型探测器的原型研究  (英

文)[J]. 仪器仪表学报, 2001 (2): 118-121. 

11 
刘华锋.晶体表面处理对用于PET的一种深度检出型探测器的时间响

应特性的影响 (英文)[J]. 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 2001, 21(1): 9-13. 

12 
倪永锋,泷口义浩,青岛绅一朗,等.无透镜 Z-扫描测量系统及其在高阶

非线性研究中的应用(英文)[J].光电子·激光,2001(12):1253-1257. 

13 

Liu H, Omura T, Watanabe M, et al. Development of a depth of interaction 

detector for γ-rays[J]. Nuclear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A: Accelerators, Spectrometers, Detectors and 

Associated Equipment, 2001, 459(1-2): 182-190. 

14 
李博,鲍超,施柏煊,等.α 和 β 晶型酞箐铜纳米颗粒的光谱研究[J].红外

与毫米波学报, 2002, 021(004):25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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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博, 鲍超, 施柏煊, 等. 两种晶型酞菁氧钒纳米颗粒的制备及形成

机理[J]. 物理化学学报, 2002, 18(12): 1057-1061. 

16 

Wu X, Wang Y, Takiguchi Y, et al. Analysis of beam propertie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a double-heterostructure laser source[J]. Journal of 

Modern Optics, 2003, 50(8): 1225-1235. 

17 

Wu X, Lu Z, Wang Y, et al. The beam properties of high-power 

InGaAs/AlGaAs quantum well lasers[J]. 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2003, 35(8): 621-626. 

18 

Wu X, Ye Z, Lu Z, et al. Beam combining of a high-power laser diode bar 

on a temperature gradient heat sink[J]. Chinese Optics Letters, 2003, 1(2): 

93-95. 

19 
吴翔, 陆祖康, 王攸, 等. InGaAsP SBH 激光器光束质量的非傍轴分

析 (英文)[J]. 光子学报, 2003, 32(11): 1308-1311. 

20 

Mukozaka N, Ye B, Yoshtda N. Spatial temporal analysis of electrically-

addressable phase-only spatial light modulator[J]. Optical review, 2003, 

10: 361-365. 

21 

Li B, Kawakami T, Hiramatsu M. Enhancement of organic nanoparticle 

preparation by laser abl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using surfactants[J].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03, 210(3-4): 171-176. 

22 

吴翔,陆祖康,龙口义浩,等. 一种新型的大功率激光二极管棒光束耦

合技术[C]//中国光学学会.大珩先生九十华诞文集暨中国光学学会

2004 年学术大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 

23 

吴翔,陆祖康,王攸. 大功率 InGaAs/AlGaAs SCH DQW 激光器光束质

量因子 M~2 的研究[C]//中国光学学会.大珩先生九十华诞文集暨中

国光学学会 2004 年学术大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 

24 

Li B, Kawakami T, Hiramatsu M. Surfactant effects on optical absorption 

spectra of iron phthalocyanine nanoparticles in water[J]. Materials 

research bulletin, 2004, 39(9): 1265-1269. 

25 

Fukuchi N, Biqing Y E, Igasaki Y, et al. Oblique-incid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allel-aligned nematic-liquid-crystal spatial light modulator[J]. 

Optical review, 2005, 12: 372-377. 

26 
叶必卿, 陈军, 福智昇央, 等. 斜入射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特性[J]. 

中国激光, 2006, 33(5): 587-590. 

27 

Li X, Yamauchi T, Iwai H, et al. Full-field quantitative phase imaging by 

white-light interferometry with active phase stabi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biological samples[J]. Optics letters, 2006, 31(12): 1830-

1832. 

28 
田毅,片部笃志,刘华锋,等.基于 IEC 标准的日本滨松 SHR22000 全身

用 PET 扫描仪性能测试[J].高能物理与核物理,2006,(11):1123-1127. 

29 
叶必卿, 陈军, 原勉. 液晶空间光调制器的斜入射特性[J]. 中国激光, 

2007, 34(3): 374-378. 

30 
高飞,山田亮子,渡边光男,等.应用蒙特卡罗模拟进行正电子发射断层

成像仪散射特性分析[J].物理学报, 2009(5):8. 

31 Fei G, Ryoko Y, Mitsuo W, et al. An effective scatter corre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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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single scatter simulation for a 3D whole-body PET scanner[J]. 

Chinese Physics B, 2009, 18(7): 3066. 

32 
陈哲敏, 陈军, 山下丰, 等. 激光融血栓的光纤光栅监控实验研究[J]. 

Chinese Journal of Lasers, 2009, 36(4): 1020-1024. 

33 

Ying N, Tachiiri Y, Tsuchiya H, et al. Responses of tiller growth and 

related genes expression in rice to red and blue radiation[J]. Biologia 

plantarum, 2009, 53: 188-190. 

34 

Zeng X, Inoue T, Fukuchi N, et al. Parallel lensless optical correlator 

based on two phase-only spatial light modulators[J]. Optics Express, 

2011, 19(13): 12594-12604. 

35 

Huang C, Huang H, Toyoda H, et al. Correlation matching method f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 detection of optical vortex using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J]. Optics express, 2012, 20(24): 26099-26109. 

36 
王嵩, 上田之雄，山下丰, 刘华锋. 自适应双重点阵 DOT 图像重建

[J]. 浙江大学学报: 工学版, 2013 (1): 102-108. 

37 

Huang H, Huang C, Toyoda H, et al. Correlation matching method for 

optical vortex detection using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C]//Conference on Lasers and Electro-Optics/Pacific Rim. Optica 

Publishing Group, 2013: WO4_2. 

38 

Dong W, Hirohata T, Nakajima K, et al. Near-field effect in the infrared 

range through periodic Germanium subwavelength arrays[J]. Optics 

Express, 2013, 21(22): 26677-26687. 

39 

Dong W, Hirohata T, Nakajima K, et al. Enhanced and suppressed 

infrared transmission through germanium subwavelength arrays[J]. 

Optics Express, 2013, 21(23): 28513-28522. 

40 

Huang C, Zhang H, Huang H, et al. Error reduction method for singularity 

point detection using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J].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3, 311: 163-171. 

41 

Pan S, Takebe G, Suzuki M, et al. Nanonization of poorly water-soluble 

drug clobetasone butyrate by using femtosecond laser[J]. Optics 

Communications, 2014, 313: 152-156. 

42 

Huang H, Luo J, Matsui Y, et al. Eight-connected contour method for 

accurate position detection of optical vortices using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J]. Optical Engineering, 2015, 54(11): 111302-111302. 

43 

Luo J, Huang H, Matsui Y, et al. High-order optical vortex position 

detection using a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J]. Optics Express, 

2015, 23(7): 8706-8719. 

44 

Luo J, Huang H, Matsui Y, et al. Adaptive position detection of optical 

vortex using a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C]//Optifab 2015. 

SPIE, 2015, 9633: 598-608. 

45 

Huang H, Luo J, Matsui Y, et al. Optical vortex position detection with a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 using extended closed contour 

method[C]//Complex Light and Optical Forces IX. SPIE, 2015, 9379: 70-

78. 



45 

 

46 

Guo M, Chen L, Shen X, et al. System model enabling fast tomographic 

phase microscopy with total variation regularisation[J]. Physics in 

Medicine & Biology, 2015, 60(23): 9059. 

47 

Yu X, Isobe T, Watanabe M, et al. Novel crystal timing calibration method 

based on total variation[J]. Physics in Medicine & Biology, 2016, 61(22): 

7833. 

48 

Wang T, Nakamoto K, Zhang H, et al. Reweighted anisotropic total 

variation minimization for limited-angle CT reconstruc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Nuclear Science, 2017, 64(10): 2742-2760. 

49 

Wang D, Huang H, Toyoda H, et al. Topological charge detection using 

generalized contour-sum method from distorted donut-shaped optical 

vortex beams: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closed path determination 

methods[J]. Applied Sciences, 2019, 9(19): 3956. 

50 

Wang D, Huang H, Matsui Y, et al. Aberration-resistible topological 

charge determination of annular-shaped optical vortex beams using 

Shack–Hartmann wavefront sensor[J]. Optics express, 2019, 27(5): 7803-

7821. 

51 

Fang J, Ohba H, Hashimoto F, et al. Imaging mitochondrial complex I 

activation during a vibrotactile stimulation: A PET study using [18F] 

BCPP-EF in the conscious monkey brain[J]. Journal of Cerebral Blood 

Flow & Metabolism, 2020, 40(12): 2521-2532. 

52 

Li Y, Watanabe M, Isobe T, et al. Simulation study of a brain PET scanner 

using TOF-DOI detectors equipped with first interaction position 

detection[J]. Physics in Medicine & Biology, 2022, 68(1): 015011. 

53 

Zhuang R, Cai S, Mei Z, et al. Solution-grown BiI/BiI3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s for sensitive X-ray detection[J].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3, 14(1): 1621. 

54 

Wang Y, Uchida K, Takumi M, et al. Reservoir computing for a MEMS 

mirror-based laser beam control on FPGA[J]. Optical Review, 2024, 

31(2): 247-257. 

55 

Feng X, Muhashi A, Onishi Y, et al. Transformer-CNN hybrid network 

for improving PET time of flight prediction[J]. Physics in Medicine & 

Biology, 2024, 69(11): 1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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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论文首页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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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在校期间主要奖励 

⚫ 18 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王毅、王佳、胡映天、文一章、庞凯、

程瑞琦、陈浩、杨恺伦、林书妃、李华兵、鲍宇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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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位学生获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奖励：胡映天、文一章、 王彬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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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玥-浙大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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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位学生获国际学术会议奖：崔佳楠、穆礼德、王博、徐鹏程、

刘之源、胡映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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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凸显特色，积极服务国家文战略 

1.毕业研究生主要奖励和荣誉 

⚫ 陈舒杭-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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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桢-浙江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浙江省能耗双控工作成绩突出个

人通报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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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冰-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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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章-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教育教学成果奖 

 

 

⚫ 卢乾波-中国发明协会一等奖、中国航空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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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必卿-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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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孙强-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中纺联科科技进步二等奖、浙江

省市场监管系统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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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哲敏-省科技进步奖（2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