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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简述

序序
如果你正在翻阅这份作品集，我希望你别把它当作成果。
它不是“我完成了什么”的总结，而是“我看到了什么”的证明。

世界很复杂，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
系统试图给予我们穿越混沌的路径，但我渐渐意识到：
我之所以想理解系统，不是为了控制世界，而是为了看见人——看见我自己。

这份作品集中的每一个项目，无论是关于生物系统的探索、人工智能的边界实践，还是教育模型的实验、社会机
制的重构，表面看是技术，是结构，是逻辑，但其实它们都是我在和世界对话的方式。
它们不是展示工具，也不是为了证明能力，而是我用“做”来提问的过程——

人在一个被技术、秩序与虚无撕裂的时代，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回应？人在一个被技术、秩序与虚无撕裂的时代，该如何自处？又该如何回应？
我没有答案。
但我愿意用行动回应“活着”，哪怕所有的努力都不一定会变成“成功”。

也许，我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创业者、工程师或科研人。
但如果你问我：“你在做什么？”
我只能说：

我在试图，以一个真实的人，穿越复杂系统的迷雾，留下人的轨迹。我在试图，以一个真实的人，穿越复杂系统的迷雾，留下人的轨迹。
我不希望你记住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更希望你在这些作品中，看见一个人是如何思考、挣扎、选择、再出发的。

我活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高度复杂的世界，系统比人更长久，技术比意志更扩张，标准比情感更清晰。
但我仍试图，用“人的尺度”，去看清这些庞然结构之间，那些微妙而真实的缝隙。

这，就是我之所以做这些项目的理由。
不是为了定义什么“方向”，而是为了回应三个问题：

我是谁？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
我将到哪里去？我将到哪里去？

哲学追问中的“人是什么”，在我这里，演化成一连串工程与系统的实践；
AI与生命系统的结合，是我探问“从哪里去”的道路；
而项目之间看似无关的路径——教育、安全、生物、伦理——其实都聚焦在“什么是人”这一中心上缓缓旋转。

钱学森说：“系统工程才是我一生追求的。”
对我而言，它不是一套技术方法，而是一种语言——
一种穿透结构、感知张力、在看似冷漠系统中寻找温度的语言。

所以我选择不定义自己。
定义，本身就是系统对人的规训。

我宁愿成为一个“不归类者”：用思考去穿越系统的框架，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对抗结构的钝感。
不是“在系统之外做系统工程”，而是在生命之中体验它、扰动它、再创造它。

也许这一切不是科学——但它真实。
也许这一切是行为艺术——但它有意义。
如果人生本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以“我”作为坐标，
在这场持续展开的混沌演化中，
留下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

这，就是我为什么做这些。
这，就是我活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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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pto-ncRNA: 
Non-Coding RNA Based Encrypt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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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子计算日益逼近实用化的今天，传统加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量子算法（如Shor算法）能够高效破解RSA和ECC等广泛使用的公
钥加密方法，使得现有的数字通信安全基础岌岌可危。尽管后量子密码学（PQC）正在积极发展，但其主要依赖于数学难题的复杂性，一旦这
些数学假设被攻破，整个加密体系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ICLR 2025 Workshop AI4NA · Non-coding RNA Folding × PUF × Post-Quantum Security

Collaborator(s): Xu Wang 王旭, Yiquan Wang 王一权 Full Paper: https://openreview.net/forum?id=j6ODUDw4vN

图1:Crypto-ncRNA 四阶段图解

图像元素 简述阶段

① 数据编码

② RNA折叠

③ PUF生成

④加密+验证

Base64 → RNA 序列映射图

RNA折叠结构图

结构局部片段+PBKDF2图示

密文输出图示

明文转RNA序列

获得高熵结构

生成不可克隆密钥

打包密文 图2: RNA物理不可克隆(PUF)的设计与工作原理

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了Crypto-ncRNA，一种创新的加密框架，首次将非编码RNA（ncRNA）的动态折叠结构引入加密领域。RNA分子的天然
高熵和复杂的二级结构使其成为理想的物理不可克隆密钥源，因此实现了高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有效抵御了量子计算带来的威胁。
所以，Crypto-ncRNA的提出，不仅为后量子时代的加密技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开启了生物分子与信息安全融合的探索之路，为构建更加安
全、可靠的数字世界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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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PUF评估与密钥生成

 图4: 性能对比测试

 图5: 量子计算对比测试

 图6: NIST SP800-22随机   
         性测试

⬆

⬇

⬅

➡

图7: Crypto-ncRNA算法伪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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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溪”： 
平台化对接PBL教育资源赋能教师转型

随着中国经济从“追赶式”向“创新驱动”转型，社会对人才的创新力和适应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
同时，少子化加速、人口红利消失，学生总量逐年下降，教育市场由“买方”转向“卖方”，校际竞争
加剧，学校倒闭、合并现象频现。单一分数导向与标准化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社会和家庭对高质
量、多样化教育的期待。

Collaborator(s): 魏诩宸，祝一帆，许涵，赵婷婷

图1：国家统计局. (2023).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
长率. 《2023中国统计年鉴》 (第2章, 2-2部分).

在新的教育生态下，项目式学习（PBL）等以真实任务和跨界合作为核心的育人模式，逐渐成为学
校吸引学生、提升品牌力的核心方式。这类模式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问题解决和团队协作能
力，紧密对接未来社会的人才需求，不再只是教育的“加分项”，而是存续与突围的“基本配置”。

但在PBL全面推进的进程中，教师群体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
一方面，教育行业出现结构性冗余，教师供大于求，职业发展空间受限。
另一方面，传统型教师在转向项目式教学时，普遍面临三大瓶颈：
 1.资源获取难：缺乏系统的社会资源对接渠道，难以为项目引入真实
语境、技术指导或落地平台；
 2.需求与供给错配：教师的项目需求难以与企业、高校等社会资源的
优势实现高效匹配；
 3.协作成本高：资源方日程分散，外部支持难以协调，导致教师实际
落地PBL项目阻力重重。
这种困境下，许多教师仿佛置身“围墙”之中，既难以触达社会真实场景，
又难以打破资源壁垒，推进项目落地。

为破解教师资源瓶颈、加速PBL推广落地，我们设计并实践了“千溪平台”：
	 •通过数据化手段整合企业、高校、科研等多元社会资源，提供一站
式信息检索与对接服务；
	 •利用大模型自动化处理教师与资源方的需求、时间、条件，提升匹
配效率与沟通质量；
	 •打造开放共享的成果落地生态，实现教学、资源、产业的多向互补
平台的出现，使得教师获取资源由原本的“低效、繁琐”变为“方便、快捷”，
极大降低了协作门槛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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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X-Challenge颠覆性创新挑战营（X-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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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群动力学系统中的分形
生命和智慧如何在宇宙中涌现？复杂系统如何从简单规则中生发出丰富多样的现
象？在生态系统和种群动力学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看似混乱的物种数量变化背
后，常常隐藏着某种深层的秩序与规律。
混沌与分形理论为复杂科学提供了一种揭示隐藏结构的方法：混沌意味着系统对初
始条件极为敏感，分形则体现为系统在不同尺度下的自相似性。两者常常在自然界
的复杂系统中共生，背后或许蕴藏着生命系统本源的密码。

Collaborator(s): 龚楚越，赵照，陈浏屹

分形与混沌关系密切。我们从双摆的混沌与分形中得到灵感：混沌意味着初始值敏
感，而相图可以描述系统所包含的所有状态——假若将相图划分成相邻的小区域，
将每个区域作为独立的双摆系统进行演化，而每个区域的初始值则为其所在相图中
的位置所代表的系统状态，我们则可以清晰地在相图的演化中观察到混沌及分形边
界的存在。

以Lotka-Volterra（L-V）方程为代表的种群动力学模型广泛用于描述捕食—被捕食关
系、物种竞争等生态互动。当只涉及两种物种时，系统通常不会产生复杂的震荡，
但当物种数量增加，非线性、多维交互下，系统容易进入混沌甚至出现分形结构。
但目前，关于如何用可视化手段识别生态系统中的分形特征，相关方法与案例仍然
有限，这正是本项目聚焦的前沿挑战。

7

在上文描述的双摆系统相图中，该图的横纵坐标代表描述双摆系统状态的两个角度
值Theta1&Theta2。	而在Lotka-Volterra模型所描述的动力学系统所对应的相图中，
对应的横纵坐标则代表两种物种的种群数量起始值多少（为相对值，范围0-1)。

同时，由于研究进展的推进，本研究进一步实现了基于Runge-Kutta方法的多维L-V
方程解算系统，并使用PyVista库实现了三维的体积相图时间序列交互式图形呈现。

➡

2023年深圳零一学院国际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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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attice:
一种基于微生物阵列的物质鉴别系统
Collaborator(s): 龚楚越，赵照 陈浏屹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万物本无名，为了理解和应用，我们为不同的物质赋予名字。但仅凭命名并不能穷尽其本
质，物与物的区别常常隐匿在更深的尺度，从宏观到分子、原子甚至更微观的层面。

在真实世界中，我们有时仅凭肉眼无法判断物质的差异。例如，如何在饮用水中检测重金
属？如何在汤中发现微量的有害物质？传统检测手段或成本高昂、或效率低下，无法适应
快速、低成本、多样性的实际需求。

为此，我们设想另一个角度，利用微生物的特性去实现广谱物质的识别，设计了一种基于
微生物反应矩阵的物质检测平台。通过微流控芯片引导液体样本依次流经微生物矩阵，每
一个微小格点内的专属微生物种群会针对不同物质产生独特、可快速检测的生理或代谢变
化。我们将时间、空间与反应信号结合，形成三维数据矩阵，通过整体概率分析，精准推
断出液体样本中可能存在的成分种类与风险等级。

为了克服传统方法的局限性，随着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利用活微生物的预工程遗传电
路的微生物生物传感器得到了应用。微生物生物传感器提供了相当大的优势，它们不需要
复杂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廉价和简便的检测，并为各种分析以及前和/或后处理提供了灵活
性。然而，这些方法中的大多数似乎依赖于传统的批处理模式培养环境，同时集中在特定
领域，例如重金属检测等，是否有可能做到个性化、广谱化仍是未知之数。

图1: 旧时检测方式

图2: 现代检测方式

图3: 微生物相互作用的表面特征图4-5: 矩阵设计与工作流原理

2023年深圳零一学院国际暑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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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rse Engineering and Digital Fabrication
of Vacuum Cleaner Enhancements

“People ignore design that ignores people.” （人会忽视那些忽视人的设计）— Frank Chimero

在ISE综合产品工程与设计项目课程中，我们被要求为一款吸尘器开发两个配件：一个用于应对“
清洁难以触及空间”的吸头，一个用于解决“配件收纳与充电不便”的底座。这看似是一道逆向分
析与功能优化的命题，但我选择从另一个角度进入：那些不被提及的使用失败，是否正暴露了设
计本身的局限？

用户并不总是面对平整的地板。家中存在大量“结构异形区域”：吊灯背面、抽屉底层、凹槽夹
层，而标准吸头往往因尺寸、吸力路径与角度适配失败，无法实现有效清洁；与此同时，吸尘器
本体附带的多个配件与充电器之间缺乏统一收纳，导致用户在使用后无法妥善归位、影响下一次
使用效率。这些现实中的不便，构成了我重新定义设计任务的起点。 图1: 目标吸尘器 图2: 目标吸头 图3: 充电桩样图

图4-7: 模拟用户问题场景（部分）

因此，本项目从实际使用行为出发，观察
姿态变形与清洁中断的关系，并以任务-
结构映射为基础，开发了两款吸头原型：
柔性结构型与高压窄缝型，分别对应绕角
路径连续性与缝隙穿透力的问题。在设
计过程中，我采用结构光扫描（EinScan	
Pro	2X）获取原机体数据，通过点云重建
（Geomagic	Design	X）与参数化建模复刻
原始吸头接口，在此基	础上进行结构创
新与嵌合性控制（SolidWorks）	；同时开
发一款整合式底座，	通过吸附嵌套与电
接点对位设计	，解决配件收纳与充电路
径统一的问题。

ISE3007 A Grade Project

整个设计过程以“边使用、边迭代、边测
试”的方式展开，每一次原型反馈都直接
作用于结构修正与制造验证。最终，新配
件在两个标准测试样本空间中表现出更优
的清洁覆盖率（吸附率最高提升73%），
并在用户盲测中获得更高的操控评分和便
利评价。

图11: 3D打印Prototype

图9: 点云重建与参数画建模修复后的部件 图10: 重新设计产品

图8: 3D扫描

图12: 产品质量与性能测试

图13: 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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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写完这个作品集，我没有写完这个作品集，

只是把它留给你。只是把它留给你。

也许你是评审，是读者，是未来的同行，也许你是评审，是读者，是未来的同行，

也许你只是路过。也许你只是路过。

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谁，

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成果，你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人的成果，

而是一段穿越复杂、保留思考、坚持为人之道的旅程。而是一段穿越复杂、保留思考、坚持为人之道的旅程。

这不是终点，而是递给你的提问。这不是终点，而是递给你的提问。

如果你愿意继续思考、回应、对话，如果你愿意继续思考、回应、对话，

我愿把“我是谁”的回答，我愿把“我是谁”的回答，

交给下一次与你的相遇。交给下一次与你的相遇。

未完 
待续

✉ tyhuang.hk
✉ ️ tin-yeh.huang@connect.polyu.hk
✉ huangtianye@mails.x-institute.edu.cn
✉ hty25@mails.tsinghua.edu.cn
📍 Hong Kong / Shenzhen /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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