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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作温度窗⼝：-30 度 -100 度； 

d. 化学体系选择富锂锰基/⾼镍正极、硅基负极；极⽚⾯容量不低于 
3mAh/cm2； 

e. 相⽐常规液态体系，凝胶聚合物电池在低温下，例如 -20 度放电能量/容量保
持率不下降 5%；常温及⾼温（≥25℃）倍率性能（容量、能量保持率）不下降 
2%； 

f. 安全性边界优于常规液态体系； 

4. 对标：调研学术界相关论⽂和专利，要求研究内容和性能具备创新性和领先性； 

建议指标： 

1. 凝胶电解质制备⽅法、原材料选择具备经济性、可放⼤⽣产性； 

2. 对凝胶电解质热分解过程进⾏详细表征，给出明确防⽕机理； 

交付物： 

1. 顶级论⽂≥1 篇（AM 系列、Angew、JACS、ACS Nano、EES、NC 或更⾼） 或 发
明专利≥1 篇； 

2. 完整研究报告 1 份：例如 PPT 形式的报告，包含详实的背景介绍，选题原因，研究
⽬的，研究⽅法，研究结果，展望等； 

4. 锰基⽆序岩盐正极材料关键技术研究 

4.1 研究内容 

简介： 

本项⽬针对以锰元素为主体的富锰正极中的⼀种新兴类型：锰基⽆序岩盐锂电正极材
料，围绕合成⼯艺、结构调控与先进微结构表征、性能优化等⽅⾯展开研究，设计⾼容
量、低成本、⾼热稳定、⻓循环寿命的富锰正极材料，为下⼀代超⻓续航+本征安全的
动⼒电芯做铺垫。具体包含以下内容： 

1. 发展新的富锰正极合成⼯艺、新的结构调控优化、新的元素组分优化策略等； 

2. 结合先进表征⼿段，阐述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明晰性能提升⽅向； 

3. 开展体系适配性研究⼯作； 

4. 开展软包层级全电池验证； 

4.2 研究⽬标 

Key ⽬标： 

1. 材料元素组分选择：基于⽂献，提出元素组分、⽐例优化⽅案并筛选最佳配⽐； 

2. ⽐容量：⽐容量＞400mAh/g@ 100mA/g；需结合充放电曲线、原位/⾮原位表征⼿
段阐述脱嵌锂机理； 

3. 热稳定性：DSC 热分解起始温度＞500℃；需阐述热分解微观过程及机理； 

4. 压实密度提升：粉末/极⽚压实＞3.0g/cm3； 

5. 循环寿命：＞600 圈@80%SOH（电流密度不限）；需设置循环变量实验，包含电压
上下限、不同循环圈数、不同电解液、包覆剂等变量，结合循环后的微观结构变化表
征，阐述稳定改善机理； 

6. 全电池性能测试需在软包层级与商业化⾼镍、富锂锰正极进⾏对⽐（2-5Ah）：⾼低
温循环性能测试⾄ 80%SOH 截⾄；测试温度范围：-30 度 -60 度；倍率性能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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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频率范围：70Hz～200Hz 

￮ 线性⻢达整体安全⾏程范围内 

￮ 兼顾⻓振及短振场景 

21.2 研究⽬标 

建⽴线圈型线性⻢达的理论模型，开展机电耦合系统的动⼒学匹配优化设计，发展线性
⻢达的振动姿态控制算法，更好实现各类相关消费电⼦设备触觉反馈体验，宽频、多模
并发、快起快停等各基础体验 

22. ⾼频电感型 DC-DC 系统多维度性能分析与优化关键技术研究 

22.1 研究内容 

本项⽬将针对⾼频电感型 DC-DC 系统的精确模型构建、⾼带宽控制器设计以及多维性
能指标优化展开理论研究，建⽴系统综合性能评估体系并提出兼顾系统⾼维特征的优化
设计⽅法，实现⾼频电感型 DC-DC 系统的⾼效、稳定运⾏。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 建⽴计及开关器件寄⽣参数、⽆源器件频率特性、调制模式、控制模式等影响的⾼
频电感型 DC-DC 系统宽频域精确模型，在开关频率（开关频率=1MHz～10MHz）下模
型与仿真最⼤偏差⼩于 2%； 

2. 确定⼀般性系统性能评估指标（稳定性、纹波、损耗、成本、动态响应等），揭示
不同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规律； 

3. 提出⾼带宽控制器设计⽅法，实现控制带宽与开关频率之⽐⼤于 3/10； 

4. 分析对⽐不同拓扑（包括但不限于 Buck、Boost、三电平 Buck、双相 Buck 等）综
合性能差异及其适⽤场景，提出兼顾多维度性能指标的系统优化设计⽅法（考虑拓扑、
控制、调制、电感/电容等因素）。 

22.2 研究⽬标 

搭建相关电感型 DC-DC 系统仿真系统，完成⼀套符合上述要求的电感型 DC-DC 系统
多维度性能分析与优化程序及相关设计、验证测试⽂档。 

23. ⾯向移动端的静态图⽚三维重建和重光照 

23.1 研究内容 

本项⽬针对图⽚的重光照（Image Relighting）问题展开理论研究， 给定单张图⽚
或者事先拍摄好的⼀组图⽚，设计算法⾸先移除原始图⽚的光照信息（⽐如阴影），然
后根据给定光源⽅向和强度，重新⽣成符合物理的光照信息。主要要求如下： 

1. 应能⽀持多种⻛格的图⽚，⽐如⻛景、⼈物、建筑等； 

2. ⽹络模型要轻量化，可以在移动端部署，帧率在 30FPS 之上； 

3. ⽀持图⽚随着光源位置、⽅向和强度的改变，光照和阴影也跟着变化； 

4. ⽀持环境光（HDRI）； 

5. ⽀持动态物体、⾼光、材质编辑、新视点合成（⻓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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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研究⽬标 

给定光源位置、⽅向和强度，通过深度学习（⽐如 NeRF 或者 3D Gaussian）的⽅法⾼
效估计法线、深度和材质等信息，实现对静态图⽚或视频的基于物理的光照效果，能在
⼩⽶移动平台（⼿机、平板）上部署，帧率达到 30FPS 以上。更进⼀步地⽀持动态物
体、⾼光、材质编辑、新视点合成功能。 

24. 利⽤ AON 智能感知并估计环境光照 

24.1 研究内容 

光照估计是当前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项热点研究问题，依据其应⽤场景划分可分为
室内光照估计和室外光照估计两⼤类。学术界和⼯业界之前的⽅法⼤都适应于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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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现⽶家 APP 存在的安全、隐私漏洞，反馈给⼩⽶进⾏修复，并以此补充现有安
全测试项； 

3. 根据前序研究的安全、隐私测试⽤例，设计出能够实现⾃动化执⾏测试⽤例的⼯
程，⾃动化项⽬能够应⽤到⼩⽶ iot 设备、⽶家 APP 安全、隐私测试任务中，并且程序
稳定； 

25.2 研究⽬标 

1. 针对当前⼩⽶线上⾼⻛险 IoT 设备、⽶家 APP、全屋智能场景分析存在的安全、隐
私⻛险； 

￮ ⼩⽶线上⾼⻛险 IoT 设备从⼩⽶路由器、⽶家摄像头、扫地机器⼈、⽶家智能
⻔锁中任选其⼀； 

￮ 要求将全屋智能场景视为整体，对整个系统进⾏安全、隐私⻛险分析及漏洞挖
掘； 

￮ ⾄少发现 IoT 设备或⽶家 APP 中 1 笔⾼危、2 笔中危、若⼲低危漏洞/隐私⻛
险； 

2. 将⻛险挖掘为有效、可利⽤的安全、隐私漏洞，并评估漏洞等级，给出修复建议； 

￮ 按照标准安全、隐私漏洞格式出具报告，内容包括漏洞标题、漏洞类型
（iot/app/其他）、漏洞级别（⾼危/中危/低危）、涉及数量、漏洞描述（有详细的
复现步骤及截图）、修复建议 

3. 将安全、隐私漏洞挖掘⽅法固化为测试⽤例，输出测试⽤例⽂档； 

￮ 测试⽤例⽂档符合通⽤测试⽤例标准，有清晰详细的测试步骤及预期结果； 

4. 设计出能够实现以上测试⽤例⾃动化执⾏的⼯程； 

￮ 要求⼯程项⽬易迁移部署，⾃动执⾏过程可视化信息输出，易于调试，有测试
报告⽣成； 

25.3 补充说明 

⼩⽶ IoT 设备：固件为线上最新版本； 

⽶家 APP：版本为线上最新版； 

使⽤⼯具：测试过程中所使⽤⼯具既可使⽤开源⼯具，也可⾃研编写； 

⼩⽶协助完成课题环境搭建 

26. 多联机空调系统能⼒能效静态仿真平台 

26.1 研究内容 

背景： 

空调系统能⼒能效的静态仿真计算，是空调开发的最重要的基础⼯具。它可以替代
⼤部分的试验测试，快速评估各种⽅案的优劣，还原和分析空调系统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 

内容： 

探索针对多联机空调系统制冷循环的静态仿真平台，它包括： 

1. 制冷循环中关键零部件的静态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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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 对应⽤包名进⾏⽂本表征的⽅案，使得新应⽤也能正常推荐，优化了⽤户体验。 

本项⽬从⽤户的隐私保护⻆度出发，保证⽤户数据不上传云端的同时，构建了轻量化⽹
络结构，并使⽤ Tensorfolw Lite 框架对模型进⾏移动端部署，并且对深度模型进⾏压缩
量化，最⼤化降低⼿机内存和磁盘的占⽤空间，在保证应⽤预测准确率的同时，兼顾了
移动端实时预测的性能，从⽽节省⽤户⼿机电量，延⻓⼿机的续航时间。 

 

本项⽬需解决⼿机端预测应⽤时的技术难题如下： 

1. 适⽤于⽤户数据安全与隐私的应⽤预测算法设计。 

2. 适⽤于多场景多⽤户的个性化应⽤预测算法设计。 

3. 适⽤于⼿机端实时⾼性能应⽤预测算法设计 

项⽬具体要求如下： 

1. 移动端构建推荐系统框架，⽀持⽤户画像、物品画像、召回和排序等模块。 

2. ⽀持冷启动策略，保证⽤户体验。 

3. ⽀持 Android 应⽤的 Embedding 表征，避免 OOV 问题。 

4. 保护⽤户隐私，数据不上传云端。 

5. ⽹络模型轻量化，可以在移动端部署。 

6. 低内存占⽤，⽀持⼿机端实时⾼性能预测。 

27.2 研究⽬标 

本项⽬旨在移动端使⽤应⽤预测算法，准确的预测⽤户应⽤。研究⽬标分为算法⽬标和
性能⽬标，算法⽬标关注移动端应⽤预测算法的推荐准确率、时效性和新颖度等具体指
标；性能⽬标关注移动端模型体积、所占内存和磁盘的空间⼤⼩以及预测时⻓等性能指
标。 

算法⽬标具体介绍如下： 

1. 算法效果：使⽤召回和排序等相关算法，通过⽤户交互特征、环境特征和使⽤习惯
的学习，对⽤户进⾏个性化推荐；算法能够及时响应⽤户兴趣变化，实时更新。算法指
标使⽤ TopN 准确率进⾏计算，保证在现有数据基础上得到⼀定的提升，具体数据：
Top1 指标提升 8%、Top2 指标提升 8%、Top3 指标提升 7%、Top8 指标提升 5%。 

2. 框架搭建：通过推荐系统领域知识，在移动端构建⼀套推荐系统框架，框架包括冷
启动、⽤户画像、物品画像、召回和排序等常⻅模块。 

3. 数据建设：通过移动端私有数据的建设，对⽤户画像和物品画像进⾏适配，保证⽤
户画像包含⽤户的使⽤序列信息、应⽤的使⽤频率、⽤户的兴趣点标签等信息，物品画
像包含包名、存储占⽤、安装时间等信息，并且都可以根据⽤户⾏为进⾏实时更新，保
证推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4. 冷启动：通过梳理冷启动⽅案，保证算法模型在⽤户冷启动和物品冷启动的情况
下，能够给⽤户提供适宜的推荐结果（如热⻔推荐、兴趣推荐等），改善⽤户的使⽤体
验。 

性能⽬标具体介绍如下： 

1. 模型部署：使⽤轻量级⽹络结构，并且对于模型进⾏对应的压缩量化，保证模型在
⼩⽶低端、中端、⾼端等各类机型上能够轻量化部署，模型体积不超过 1MB。 

2. 性能测试：最⼤化降低⼿机内存和磁盘的占⽤空间，保证单次预测时⻓在毫⽶级
别，不影响⽤户正常使⽤。 

28. ⾯向嵌⼊式智能的内核级细粒度动态低功耗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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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误差≤20%； 

• 仿真模型包含多种⼯况的优化⽅案； 

2. 减振整体⽅案技术⽂档： 

• 理论建模⽅案 

• 结构改进⽅案（包括细节尺⼨和所⽤材质） 

3. 完整科学的测振技术⽂档： 

• 测量实验仪器（品牌、型号） 

• 测量实验⽅案（具体的实验步骤细节说明） 

• 测试实验数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