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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2009 年 9 月 博士研究生，华东理工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 工学博士

-2012 年 10 月

2004 年 9 月 硕士研究生，华南理工大学数学学院,理学硕士

-2007 年 7 月

经历

工作经历

2018 年 6 月 副教授、教授，硕导， 温州大学数理学院

-现在

2007 年 7 月 讲师、副教授，硕导， 杭州师范大学理学院

-2018 年 5 月

学术交流经历

2015 年 3 月 访问学者， 香港城市大学

教学经历

2007 年 7 月 讲授课程

-至今

mailto:yanchuankui@163.com


○ 数学模型与实验 ○ 数学实验

○ 高等数学 ○ 运筹学

○ 最优化方法

研究方向

1复杂网络

2生物神经网络建模

3认知神经动力学

荣誉和奖励

浙江省高校优秀学生社团指导教师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浙江赛区优秀指导教师

杭州市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优秀指导教师

浙江省本科院校青年教师教学设计竞赛一等奖

杭州师范大学教坛新秀

数学建模团队获校长特别奖（团队负责人）

校优秀共产党员

陈国同育人典范提名奖

“东海潮王孝安创新创业奖”--科创名师奖

校科技创新优秀指导教师

物华璀璨奖

主持和参与项目

教学项目

学科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以数学建模活动为例（省教育厅）

新工科背景下数学建模活动的跨学科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校四新建设）

数学建模实验室开放项目（校级）



数学建模与实验中若干交叉问题的实验设计（校级）

浙江省一流课程《高等数学 A》

学术项目

基于温州人口普查数据的城市人口趋势和城市竞争力研究（市统计局）

基于自适应学习的神经网络动力学模型分析与应用（省教育厅）

网络同步与神经动力学应用（杭州市科协）

基于学习的海马记忆网络建模与动力学分析（省基金）

生物记忆与定位导航的神经动力学研究（国家基金）

关于嗅觉系统神经网络编码及其认知的动力学研究（国家基金）

几类非线性动力系统的局部结构分支相关问题研究（国家基金）

论文

学术论文

[1] 动态 IP3Ca2+振荡模型的数值分析[J]. 生物物理学报, 2005, 21(5): 339344
[2] 海马结构中 DG 对 CA3 的信号传递作用[J]. 自然科学进展, 2007, 17(7):

884892
[3] The transitional function of DG to CA3 on hippocampus[J]. Progress in Natural

Science, 2007, 17(12): 1436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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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gnitive Neurodynamics, 2008,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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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onidentical neural network synchronization study based on an adaptive

learning rule of synapses, Chinese Physics Letters, 29(9): 09050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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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硕士生
2019 级 杨渝，孟南

2020 级 李胜男，张雪，程广艳

2021 级 陈信德，杨芃芃，应君，刘莹

2022 级 钟静静，吴守炎

2023 级 林晨晔，程钰，冯晓轩，祝聪慧



指导竞赛

指导硕士研究生获得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奖 5项

指导本科生获得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全国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7 项，省级

奖若干

指导本科生获得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特等奖提名奖（Finalist）2 项，一等

奖 5项，二等奖 11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