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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所在学院：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专业类别：          能源动力          

 

 

 

黑龙江工程师学院制 

2025 年 5 月 



 

填 写 说 明 

 

一、本表仅为黑龙江工程师学院工程师职称资格申报

使用，须如实填写; 

二、申报书中填写内容原则上不得涉密，如存在涉密技

术或数据，须做脱密处理，所在单位须严格审核； 

三、申报书涉及签名均须用蓝、黑色墨水笔，亲笔签名； 

四、申报书中用宋体小四号字撰写，可另附页或增加页

数，A4 纸双面打印。 

  



 

黑龙江工程师学院工程师职称资格申报书  

 

申报人基本信息 

姓    名 杨子佳 联系电话 13935266909 

出生年月 2000.05.16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身份证号 140203200005167318 学    号 S322037105 

高    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所在学院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所属专项 龙江专项 专业类别 能源动力 

联合培养信息 

联合培养（入企实践） 

单位名称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三研究所 

入企实践时间    2023 年  7 月 至   2024  年  7  月（共  12  月） 

校内导师 国杰 职务/职称 副教授 

企业导师 何建元 职务/职称 研究员 

项目名称 燃气轮机隔离系统抗冲击可靠性评估及验证 

项目来源 
□校企联合攻关项目 ☑企业揭榜挂帅项目 

□企业自研项目 □企业导师自研项目 □其他             



 

课程学习情况 

课程学习平均成绩 按课程学分核算的平均成绩：   83.95 分 

业绩代表成果（至少选填一项） 

校企合作 

项目 
名称 合同金额 排名 

是否通过验收 

/校企双导师认可 

重点重大 

项目 

名称 合同金额 排名 应用成果 

燃气轮机隔离系统抗冲击可

靠性评估及验证 
2870 万  

针对船用燃气轮机隔离系统抗

冲击可靠性问题，开展水下大

冲击载荷环境的隔离系统设

计、可靠性评估与验证，分析

带隔离系统燃气轮机装置冲击

响应，为新型燃气轮机装置抗

冲击设计、隔离系统监控和维

修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成果设

计、应用与 

转化 

名称 

类型 
（产品或样机设计、科技成果应用转

化推广和解决行（企）业技术难题

等） 

应用成果 

理论创新 

名称 

类别 
（包括论文、专利、软

件著作权、著作、标

准、规范等） 

发表时间/

专利授权时

间 

刊物名称/专利

授权号 
排名 

柴油机曲轴动力学及瞬态振

动计算软件  

[简称：曲轴动力学计算] 

V1.0 

软件著作权 
2023.12.2

5 

2023SR175463

6 
2 

基于主轴承盖阻尼器的主轴

承振动控制计算软件  

[简称：主轴承振动控制计

算软件]  

V1.0 

软件著作权 
2023.12.2

5 

2023SR175465

8 
2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下的

改进粒子群算法优选小波阈

值去噪参数方法及其系统 

专利 2024.7.9  
ZL2024104238

19.2 
3 

一种集成多传感器的旋转轴

多参数测量装置 
专利 2024.9.3 

ZL2024108457

37.7 
3 

一种基于多因素的扭矩测量

方法及扭矩测量系统 
专利 2024.10.1  

ZL2024108457

33.9 
3 

获奖 名称 
级别 

（包括国家级、省部

级） 

类别 
（包括科学技

术类、工程

类、涉及（勘

察）类、工程

咨询类等） 

获奖时间 排名 



 

工程实践总结 

一、问题来源与研究现状 

（简要说明专业实践研究课题的问题来源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行业应用现状，字数 500

字左右） 

 

船舶燃气轮机隔离系统抗冲击可靠性问题的研究源于多方面的需求。目前的局势下，

在负载海域中，船舶会面临水下多种形式的极端冲击载荷，燃气轮机作为核心动力装置，

其隔离系统若抗冲击性能不足，可能导致机组位移超限、结构损坏甚至动力丧失，直接

影响船舶的性能。在民用领域内，大型商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需在恶劣海况或碰撞

事故中保持动力系统稳定，国际海事组织（IMO）和 ISO等标准对设备抗冲击性能提出了

明确要求。此外，燃气轮机的高转速、高温工况与抗冲击设计之间存在矛盾，传统橡胶

隔振器或金属弹簧难以兼顾高频振动隔离与低频冲击衰减，亟需新材料、新结构或智能

控制技术的突破。 

国内外研究现状显示，西方国家对船舶隔离系统有较多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较成熟

的抗冲击设计体系。例如，通过多级隔振系统结合有限元仿真技术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该装置能够显著提升燃气轮机在大冲击下的可靠性；此外，通过主动电磁隔振装置可动

态调节刚度，能够大幅提高系统的抗冲击可靠性。 

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通过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在隔振器材料（如

金属橡胶、复合材料）和冲击动力学建模方面取得进展，部分技术已应用于新一代船舶，

但与国外顶尖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船舶行业中，抗冲击隔离系统已成为新型船舶设计的标配。通过合理有效的隔离

系统，可以全面提升燃气轮机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与运行稳定性。 

二、解决的关键问题（字数 300 字左右） 

 

针对船用燃气轮机隔离系统在水下极端冲击载荷环境中的抗冲击可靠性问题，开展

系统性研究。首先，准确模拟水下极端工况下复杂的冲击载荷特性，为隔离系统提供真

实有效的动态激励输入；其次，围绕燃气轮机与隔离系统，开展关键结构部件如燃气轮

机本体、隔振元件等的建模与结构优化设计，提高其抗冲击性能；随后，构建燃气轮机

隔离系统的抗冲击可靠性评估体系，综合考虑结构强度、动力响应及系统稳定性等指标；

最后，基于有限元法开展冲击仿真分析，模拟系统在典型冲击载荷下的动态响应过程，

分析影响可靠性的关键因素。通过以上研究，将为船舶动力系统在极端水下环境中的抗

冲击设计提供理论基础和工程指导，显著提升燃气轮机的生存能力、可靠性和动力输出

性能，满足现代舰船高机动、高生存能力的发展需求。 



 

三、策略分析及工作量描述 

（主要包括理论的比较、分析及技术路线描述、说明具体的工作量与复杂度，字数 800 字左右） 

 

针对船用燃气轮机隔离系统在水下极端冲击载荷环境下的抗冲击可靠性问题，具有

较高的技术挑战性和复杂的工程背景。为系统解决该问题，需在冲击载荷建模、结构建

模与仿真分析、系统动态响应评估、抗冲击优化设计以及可靠性验证等多个方面展开深

入研究，构建涵盖多物理场耦合、多尺度建模与多层次分析的综合技术路线。研究内容

涵盖理论建模、数值仿真、实验验证及结果分析等多个环节，涉及结构力学、动力学、

流体力学与可靠性工程等多学科交叉领域，研究任务重，整体工作量和技术复杂度较高。 

在冲击载荷理论方面，需对比不同水下冲击建模方法，包括等效静载荷法、经验公

式法、耦合气泡动力学法及基于流固耦合的数值仿真方法。传统方法如等效静载荷法虽

然计算效率高，但忽略了载荷的时变特性和波传播机制，难以准确反映真实水下大冲击

载荷。相比之下，基于流体动力学理论的建模方法（如采用 ALE方法或 SPH方法）能有

效捕捉冲击波、气泡脉动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更高的物理真实度。因此，为保

证仿真结果的准确性与工程可用性，本研究优先采用流固耦合方法对水下冲击载荷进行

建模，并结合典型参数，生成燃气轮机所在位置的等效冲击载荷时程，作为系统响应分

析的输入。 

其次，建立燃气轮机及其隔离系统的结构模型。该阶段需完成燃气轮机本体、机座

支撑、隔离元件等关键部位的有限元建模，确保模型能准确反映各构件的刚度、质量分

布和边界约束。建模需考虑材料非线性、接触非线性及局部结构细节，确保系统响应预

测的准确性。随后，开展冲击动力学仿真与响应分析。采用显式动力学方法对系统在冲

击载荷作用下的动态响应进行模拟，重点分析燃气轮机与隔离系统的应力、位移、加速

度等响应特征，识别潜在薄弱环节和结构薄弱区。最后，基于响应结果开展系统抗冲击

可靠性分析与优化设计。通过灵敏度分析与多目标优化方法，找出影响系统可靠性的关

键参数，并利用可靠性理论对系统在不同冲击强度下的性能保持能力进行量化评估。 

从工作量与复杂度角度来看，冲击载荷建模涉及高度非线性的流固耦合过程，需耗

费大量计算资源和时间对多种工况进行参数化仿真与优化。结构建模要求高精度的有限

元建模与仿真验证，建模过程需反复迭代、调试与局部细化。动力学仿真阶段需对多个

工况下的时间历程响应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与可视化，数据量庞大、后处理复杂。此外，

可靠性分析需构建基于大量仿真数据的统计模型，研究系统在不确定载荷条件下的性能

衰退规律，对算法与数据处理能力提出较高要求。整个研究周期长、交叉内容多，需在

保证精度的前提下统筹推进各阶段任务，具备较强的工程实施与科研挑战性。 

综上所述，本项目采用水下冲击建模方法与多尺度结构分析手段，构建完整的抗冲

击性能分析与可靠性评估技术体系。研究工作将为复杂海洋环境下船用燃气轮机装置的

抗冲击设计提供技术支撑，也为隔离系统的状态监控、故障诊断与维护策略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工程应用价值。 

 







 

专业评议组组长评议意见 

（专业评议组组长汇总本组组员评审情况，形成对该学生的评议意见，并在评审委员会会议中进

行口头汇报） 

评议结果： 

□推荐            □需答辩           □不推荐 

 

组长签字： 

日    期： 

黑龙江工程师学院意见 

                

 

 

 

 

 

 

 

 

                               单位公章： 

                               日    期：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意见 

                                

 

 

 

 

 

 

 

 

 

                               单位公章： 

                               日    期： 

 





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成绩证明

学    号： S322037104 姓    名： 荆宇睿

性    别： 女 入学年月： 2022年9月

专    业： 能源动力

学位层次： 硕士 学习形式： 全日制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5-05-07

页 Page 1/1

百分制和五分制对应关系：优秀=90-100； 良好=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0-59。

电子成绩单学信网验证：https://www.chsi.com.cn/cjdyz/index

序号 开课学年/学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成绩 备注

1 2022秋季 201910310307 高等流体力学 专业必修课 4.0 64 80

2 2022秋季 202032013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公共必修课 2.0 36 83

3 2022秋季 202032013003 第一外国语（英语） 公共必修课 3.0 60 87

4 2022秋季 202010320702 学科前沿与进展专题 专业必修课 0.5 8 良好

5 2022秋季 201910410011 人工智能原理与方法 跨学科选修课 2.0 38 90

6 2022秋季 202032020003 数值计算 公共必修课 2.0 32 91

7 2022秋季 201910310309 现代热工测试技术A 专业必修课 3.0 56 84

8 2022秋季 202010320001 论文写作指导 专业必修课 1.0 16 良好

9 2022秋季 201910310305 振动分析 专业必修课 3.0 48 92

10 2023春季 202010313007 燃气轮机控制与健康管理技术 选修课 2.0 32 83

11 2023春季 202032020015 职业与创业胜任力 选修课 1.0 11 优秀

12 2023春季 202010313027 动力装置振动与噪声控制工程设计 选修课 2.0 34 良好

13 2023春季 202010313015 结构有限元分析方法与应用 选修课 2.0 32 良好

14 2023春季 202032013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公共必修课 1.0 18 90

15 2023春季 202032012001 工程伦理 公共必修课 1.0 18 90

16 2023秋季 202010320593 文献综述与开题报告
文献综述与开题

报告
2.0 0 合格

17 2024春季 202010312599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 6.0 0 合格

18 2024秋季 202010320591 学术活动 学术活动 1.0 0 合格

19 2024秋季 202010320594 中期检查 中期检查 1.0 0 合格

总学分：39.5

成绩审查签字(盖章)： 校审查意见：

校长印：







软 件 名 称： 柴油机曲轴动力学及瞬态振动计算软件 
[简称：曲轴动力学计算] 
V1.0

著 作 权 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开发完成日期： 2022年07月05日

首次发表日期： 未发表

权利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权 利 范 围： 全部权利

登 记 号： 2023SR1754636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的

规定，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12341809号

2023年12月25日





软件著作权参与研发人员声明

软件名称：柴油机曲轴动力学及瞬态振动计算软件

登记号：2023SR1754636

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1 2 3 4 1 8 0 9 号

参与本软件著作权研发的人员：国杰；杨子佳等

特此证明

机构盖章：哈尔滨市松花江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软 件 名 称： 基于主轴承盖阻尼器的主轴承振动控制计算软件 
[简称：主轴承振动控制计算软件] 
V1.0

著 作 权 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

开发完成日期： 2023年03月09日

首次发表日期： 未发表

权利取得方式： 原始取得

权 利 范 围： 全部权利

登 记 号： 2023SR1754658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的

规定，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

证书号： 软著登字第12341831号

2023年12月25日





软件著作权参与研发人员声明

软件名称：基于主轴承盖阻尼器的主轴承振动控制计算软件

登记号：2023SR1754658

证书号：软著登字第 1 2 3 4 1 8 3 1 号

参与本软件著作权研发的人员：国杰；杨子佳等

特此证明

机构盖章：哈尔滨市松花江联合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15000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智谷大街 288 号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

科创总部 A 区 4 栋 6 层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姜明君(0451-84013365)

发文日：

2024 年 06 月 27 日

申请号：202410845733.9 发文序号：202406270138875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4108457339

申请日：2024 年 06 月 27 日

申请人：哈尔滨工程大学

发明人：刘学广,荆宇睿,杨子佳,贺一,李普生,张沪森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基于多因素的扭矩测量方法及扭矩测量系统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19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AAA240854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15000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智谷大街 288 号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

科创总部 A 区 4 栋 6 层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高丹(0451-84013365)

发文日：

2024 年 06 月 27 日

申请号：202410845737.7 发文序号：202406270138896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4108457377

申请日：2024 年 06 月 27 日

申请人：哈尔滨工程大学

发明人：刘学广,荆宇睿,杨子佳,贺一

发明创造名称：一种集成多传感器的旋转轴多参数测量装置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2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9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1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AAA241058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1 纸件申请，回函请寄：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
2023.03 电子申请，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

文件视为未提交。

150001
哈尔滨市松北区智谷大街 288 号深圳（哈尔滨）产业园区科创总部

1 号楼 哈尔滨市阳光惠远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姜明君(0451-84013365)

发文日：

2024 年 04 月 10 日

申请号：202410423819.2 发文序号：2024041000310920  

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

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44 条的规定，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受理。现将确定的申请号、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

申请号：2024104238192

申请日：2024 年 04 月 10 日

申请人：哈尔滨工程大学

发明人：刘学广,荆宇睿,杨子佳,余涛,韩璐璐

发明创造名称：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下的改进粒子群算法优选小波阈值去噪参数方法及其系统

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

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权利要求项数 ： 10 项

说明书 1 份 13 页

说明书附图 1 份 2 页

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

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

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

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1 份

申请方案卷号：AAA240716

  

提示：

    1.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请求更正。

    2.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均应当准确、清晰地写明申请号。

审 查 员：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初审及流程管理部

联系电话：010-62356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