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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序列重要事件

2018

健康医疗
大数据研究中心

2019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大数据征信及智能评估技术

202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面向开放环境的高级机
器学习理论研究



研究方向 =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及其在医疗健康、金融科技领

域的应用

学术兼职
教育部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现代服务业共性服务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国家电子政务云计算应用技术工程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移动互联网专委会副主席

中国计算机学会服务计算、数据通信专委会委员

科研奖励
北京市科技新星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人物奖

中国服务业科技创新特等奖

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宋美娜 教授、博导



周文安   副教授、博导

v近期研究工作

 机器学习

 迁移学习理论及在机器视觉中的
应用

 强化学习理论及网络AI中的应用

 深度学习及在面向知识图谱的分
布式表示学习的应用

 网络AI

 场景包括：低时延高可靠的物联
网；边缘计算；社交感知的
D2D; 

 网络流量模型泛化技术

 知识和数据驱动的网络分析与检
测

研究方向 = 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其在未来无线网络的应用

v学术兼职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服务委员会委员

海淀区九三科技委员会委员

中国通信学会高级会员

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

教育部学位中心学位论文评议专家



• 教育部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治理发展委员会执行委员
• 北京市青年英才
• 北京市昌平区首批“科技副总”
• 北京邮电大学青年托举人才
• 北邮青年教学名师、华为智能基座优秀教师
• 首届北邮研究生育人导师、北邮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 研究领域：知识图谱与大模型协同的复杂推理决策、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加速、多模态科研诚信大模型
• 科研项目：累计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省部级课题、企事业合作项目30余项
                       累计合同金额4000万元+
• 学术论文：累计发表EI/SCI高水平学术论文100余篇，NeurIPS、AAAI、ACL等CCF A类国际会议论文
                       Google Scholar学术引用2300余次；连续评为《软件学报》2020、2021年高影响力论文
• 科研获奖：4项，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服务业创新奖特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技成果奖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 学生获奖：中国研究生金融科技创新大赛全国二等奖（成长赛道全国前三名）
                       第三届中国移动“梧桐杯”大数据创新大赛暨大数据创客马拉松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鄂海红  教授，博导

拔尖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情况获得央视新闻“朝闻天下”栏目专题报道



欧中洪  教授、博导
学术背景
ü 2015-11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学院（教授）
ü 2010.9-2015.10 芬兰阿尔托大学 (Aalto University) 博士后
ü 2007.9-2010.8 芬兰奥卢大学 (University of Oulu) 博士
ü 2009.12-2010.4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Columbia University) 访问学者
ü 2013.3-2013.8 美国英特尔实验室 (Intel Labs) 访问学者

研究方向
ü 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无人系统、目标检测跟踪、多模态大模型

学术兼职
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
ü 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ü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创新联盟计算机类专委会主任；
ü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TC11 VR/AR子工作组副组长；
ü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服务专委会常务委员；
ü CCF 计算机视觉/大数据/教育专委会委员；
ü 中国互联网协会青年专家。

学术成果：
ü 在CCFA类期刊和会议等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70 余篇，TMC、TNNLS、TMM等，谷歌
学术引用1400 +次；

ü 研究成果曾被BBCNews、ACM TechNews、
The Registry 等20 余家国际知名媒体报道。

ü 成果曾获中国安全生产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朱一凡 副研究员、硕导
学术背景
ü 2023-至今 北京邮电大学计算学院 副研究员
ü 2021-2023 清华大学 计算机系 博士后[导师：唐杰（做大模型的那个）]
ü 2016-2021 北京理工大学 博士 [导师：牛振东]
ü 2012-2016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本科（瑞典Halmstad University访问）

研究方向
ü 图数据挖掘、推荐系统、大模型垂域应用

Try my toys:
AMiner 你的科研助手                智谱清言

我们的口号是： 没有蛀牙  Work hard, play harder, be the hardest!

学术成果：
ü TKDE，KDD，WWW等期刊会议发表

30+，ECML-PKDD的Best student paper

招生Preference：
ü 学得好（有高水平论文经验优先）
ü 玩得好（有代表性成就，如LOL王者、足球院级以上冠

军、游泳校赛决赛圈、B站30w+粉等优先）
ü 喷得好（社会责任感强，熟悉五学、是大臣/首相、大

明王朝1566、两晋门阀史、读过《叫魂》等适当优先）



科研项目及奖励
• 主持代表性项目

项目来源 项目名称 职责 执行周期 项目经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面向开放环境的高级机器学习理论研究 项目负责人 2021-2023 270万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专业科技资源聚合与服务集成技术 课题负责人 2018-2020 415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轻量化目标检测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负责人 2021-2024 59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项目

面向移动环境基于群智计算的目标检测
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负责人 2018-2020 35万

北邮第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

• 科研奖励
名称 类型 年度

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2020年

中国安全生产协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 2023年





500+
CAD校友会

规模

互联网40-60，国企约30，
金融30-50，最多 60+

职位薪水

何庭波、刘斌等

知名校友

2022年毕业生27 = 互
联网16+电信运营商
4+金融4+政府部门3

去处 B

D
C

A

毕业生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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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与大模型协同的复杂推理决策（1/2）



p 层次化超关系图谱表示学习

p 知识图谱问答

p 超关系知识图谱表示学习

p 静态多跳逻辑推理

知识图谱与大模型协同的复杂推理决策（2/2）



大模型训练与推理加速

p 问题任务

ü 知识图谱复杂逻辑查询推理模型的训练任务，在数据加载过
程和逻辑算子的执行过程有很大优化空间，上图以目前最优
框架为例。

ü 大模型推理任务，目前的投机解码技术仍有优化空间，例如
草稿模型预解码的 tokens 数可以随任务动态调整

p 研究背景
ü 复杂逻辑查询推理，因为其模型架构复杂且消耗计算、显存带宽等资源，难以扩展到大型知识图谱训练场景。
ü 大模型推理任务是机器学习系统领域的研究热点，投机解码技术以其精妙的设计和卓越的加速效果被广泛采用，出现在

GPT-4的技术报告中。

p 成果价值

ü 通过数据预取、流水线并行技术，可在不影响模型准确率的
前提下实现高效的大型知识图谱复杂逻辑模型训练。

ü 大模型投机解码技术属于算法与工程 co-design 的技术，在
大模型广泛应用的今天，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和研究价值。





研究方向（1/2）
ü 计算机视觉
     目标检测：元学习、小样本学习、跨域自适应等

     医疗影像识别：眼底视网膜病变辅助诊断、眼角疾病辅助诊断等

ü自然语言处理
     跨模态检索、多维度情感分析、精准推荐；

     图神经网络、知识推理；

     大规模医疗/金融知识图谱；

ü垂直领域大模型预训练技术
     预训练大模型小样本学习与零样本学习；

     多模态预训练大模型架构和算法；   



研究方向（2/2）
ü端云协同人工智能平台
     端云双向合作的大小模型协同机制；

     异构终端轻量化模型弹性构建；

    大小模型端云协同进化体系；

ü数据中台

    一站式混合计算框架；

     联邦学习；

     数据可视化；

ü宽带移动互联网
     面向未来的移动宽带网络关键技术；

     未来网络安全性研究；

     深度学习在移动网络中的应用。



首次提出利用多模态医学影像数
据，有效解决长尾分布数据的眼
科疾病分类模型-- M2LC-Net

创新点1

Ø 设计两阶段分类框架，提出类平衡损失函数（CBL）均衡类别不均衡问题；
在第一阶段冻结卷积层的权重，以保持学习到的特征；在第二阶段使用加
权损失函数来平衡稀有疾病的权重，显著地提高罕见疾病的识别精度。

核心思想

[3] Z. Ou*, W. Chai, L. Wang, R. Zhang, J. He, M. Song, L. Yuan, S. Zhang, Y. Wang, H. Li, X. Jia, R. Huang. M2LC-
Net: A Multi-modal Multi-disease Long-tailed Classification Network for Real Clinical Scenes. (China Communications ) 

眼科存在大量罕见疾病，
很难收集样本，导致数据
的长尾分布。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关键技术

研究成果已成功部署应用于同仁医院、河北省眼科医院实际场景中。



首次提出利用人脸视频中目标的特异性因素，自适应度量带有冗余信息的输入帧，
并将冗余帧聚合为一个压缩的嵌入向量，在相同网络容量下显著提升了性能。

创新点2

研究难点

视频人脸识别中存在的大
量冗余帧会导致性能下降。

视频图像中存在大量的冗余帧，
并且不同性别、年龄、性别种
族等因素，会影响模型验证人
脸身份的难度。

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检测关键技术

[1] Z. Ou*, Y. Hu, M. Song, Y. Zheng, H. Pan. Redundancy Removing Aggregation Network with Distance Calibration for 
Video Face Recognition.  (IEEE IoT Journal, 2020，中科院一区). 
[2] Z. Ou*, B. Xiong, F. Xiao, M. Song. ERCS: An efficient and robust card recognition system for camera-based image. 
(China Communications, 2020, 卓越期刊）

研究成果通过国家电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已成功部署应用于雄安新区

智能变电站运维场景中。



大数据征信及智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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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这么复杂，人类居然还没有灭绝？

渺小又精妙的我们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学术硕士 14 15 11 11 11
专业硕士 9 10 11 9 9

总数 23 25 22 20 20

我们在寻找

充满认识世界的好奇心，
兴致勃勃地尝试解决完全
没概念的问题

接纳10000小时定律，能
够在一个专业方向上持续
积累

专
业
素
养
深
度

跨领域、跨专业的知
识与兴趣维度



Thank you
九组欢迎你�

新科研楼819

zhonghong.ou@bu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