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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1.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不少于200字)

在校期间，我系统地学习了智慧能源的核心课程，熟练掌握了专业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

技术知识，课程平均成绩达 88 

分。通过深入学习智慧能源系统工程、综合能源系统集成优化、智慧能源工程案例分析与实

践等专业知识，我对智慧能源领域的前沿核心技术有了全面且深入的把握，能够熟练运用综

合能源系统的建模方法、优化算法、经济性评估等技术。同时，我参与了多个相关项目，积

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仅锻炼了我将理论应用于复杂实际工程的

能力，更激发了我的创新思维，为今后在能源动力领域从事技术研发和工程设计工作奠定了

坚实基础。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于2023年7月20日至2024年7月30日在杭州新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以增压式氨基热化

学吸附储热系统的储/放热动态过程为研究核心的项目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和实验研究，探

明了主动调压下增压式氨基热化学吸附储热系统供热的时变运行特性，提出了不同环境温度

及供热需求下系统压缩机转速的调控方法，为高寒地区增压式储热系统的供热调控提供指导

。同时提出了结合长周期储热的区域供热系统形式及其运行策略，探明了典型气象下各子系

统在供热过程中的耦合匹配机制，论证了增压式热化学再吸附储热技术在区域供热中的应用

可能性。项目期间共发表SCI论文2篇，申请发明专利3项。

3.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不少于1000字)

以在杭州新因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的增压式氨基热化学吸附储热系统的项目研究为例，我

和团队通过技术应用创新，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深化，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了一系列复杂

工程问题，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项目研究中，针对热化学氨吸附储热系统存在内部压力强耦合的固有属性，导致工作温区

受限，热量输出难以调节，限制了该系统的实际应用这一工程问题，系统地运用了科学研究

方法，基于增压式吸附储热循环，通过理论和实验研究，对该系统在面向长周期储热的应用

问题进行了探究。

（1）结合吸附制冷、工程热力学、传热学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深入分析了该系统的工作

原理。通过构建氨基热化学吸附储热反应器三维瞬态数值模型，结合多种设计工况方案，优

选了增压模式下具有最佳综合性能的反应器结构，并获得了相应整体反应动力学模型，为增

压式氨基热化学储热系统的性能模拟和后续实验研究提供参考。

（2）创新性地搭建了增压式吸附储热实验系统，通过实验验证了增压过程可有效拓宽热化

学氨吸附储热循环的工作温区，最低充热温度降低13.4 oC，最高放热温度提升18.1 

oC。典型工况下，增压放热输出功率是常规放热的2.65倍，过程中压缩机平均输入电功率仅

为放热功率的13.5%。同时验证了数值模型的准确性，模拟误差不超过5.62%。

（3）结合压缩机动态模型，对增压式氨基热化学再吸附储热系统的放热特性及参数影响规

律进行了分析。归纳提出了再吸附系统的充/放热过程的动态调控方法，获得了所需放热功

率及不同工况下反应器压力的变化需求，从而得到压缩机调控策略。探明了不同供热运行工

况下压缩机转速与压比间的运行规律，为系统优化运行提供了依据。

（4）针对增压式热化学再吸附储热技术在面向长周期储热的区域供热系统中的应用，提出

了基于热化学再吸附储热调控的区域供热系统的构成形式及其运行模式，结合经济性测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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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性评估，获得了复合系统的最佳运行模式，为系统的大规模工程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撑。

以北京市某典型小区为例，在最佳运行策略下，供暖季共可减少623.4吨标煤消耗和1697.94

吨二氧化碳排放。

经过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成功解决了增压式氨基热化学吸附储热系统中的多个复杂工程问题

，使其在实际工业场景中的应用成为可能。这次项目实践让我深入理解了热化学吸附储热技

术的应用场景和行业需求，熟悉了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充分锻炼了我的专业技术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并对复杂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为今后在能源动力领域从事技术研发和

工程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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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Ammonia-based 

sorption thermal 

battery: Concepts, 

thermal cycles, 

applications, and 

perspectives

TOP期刊
2023年08

月17日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1/5
SCI期刊

收录

Three-dimensional 

numerical study on 

finned reactor 

configurations for 

ammonia 

thermochemical 

sorption energy 

storage

TOP期刊
2024年08

月08日

Chemical 

Engineerin

g Science

1/7
SCI期刊

收录

一种基于热泵辅助的热

化学储热系统及储热方

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3年10

月07日

申请号：CN

2023113436

6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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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310586304.X

(22)申请日 2023.05.23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58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72)发明人 江龙　张雯韵　黄岩　林煜琛　

张学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求是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00

专利代理师 傅朝栋　张法高

(51)Int.Cl.

F24D 11/02(2006.01)

F24D 19/10(2006.01)

F28D 20/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耦合热泵的热化学吸附储热系统及其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耦合热泵的热化学吸附

储热系统及其方法，该系统由热化学吸附子系统

和热泵子系统组成。热化学吸附子系统的主要部

件包括风机、吸附反应器与四通调节阀。热泵子

系统的主要部件包括膨胀阀、换热器与压缩机。

两个子系统之间由系统间换热器连接并以该换

热器作为媒介进行热量交换。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采用热泵系统辅助热化学吸附储热，热效

率更高；采用变比例混风的方式调节系统输出空

气参数，代替传统加湿环节，降低了系统的整体

能耗；结合热泵循环实现双工况下供热，提高用

热侧的热舒适性，在建筑供暖等领域具有应用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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