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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报告中相关的技术或数据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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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页数，A4纸双面打印。

三、表中所涉及的签名都必须用蓝、黑色墨水笔，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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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由工程师学院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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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流水号3位，共1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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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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研究阶段，本人聚焦金属催化腈类化合物加氢制胺与连续流工艺优化

两大核心方向。系统构建了多相催化体系知识框架，成功开发钯基负载型催化剂，实现腈类

化合物高效转化（转化率＞99%，胺类选择性＞95%），通过XPS、XRD、HRTEM等表征手段解

析催化剂构效关系，建立温度-压力-

底物电子效应协同调控模型，相关工作形成专利1项。在药物中间体合成领域，掌握了微波

辅助合成、连续流化学等先进技术，具备从路线设计、纯化工艺优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全流程

能力，成功搭建公斤级胺类中间体的模块化生产平台。修读了工程伦理相关课程，通过《全

球工程伦理案例集》研读与PBL案例研讨得到系统培养，形成涵盖临床试验伦理审查、生产

工艺风险评估、废弃物合规处置的立体认知框架。在抗癌药物中间体研发中，应用绿色化学

十二原则改进合成路线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连续流工艺优化研究中，我参与并主导了丙烯腈与二甲胺合成二甲氨基丙腈的微反应系统

工程开发。针对传统釜式反应传质效率低、温控不均导致副产物多的问题，设计30 

m连续流微反应器，通过CFD模拟优化流体混合状态，实现反应物停留时间精确控制±3秒。

结合在线pH调控模块将胺烷基化反应温度从-

15℃提升至5℃安全操作范围。通过集成管式换热器建立梯度降温体系，有效抑制丙烯腈聚

合（副产物＜0.5%）。采用FTIR在线监测自动反馈系统，实时调整摩尔比（1:1.05）。最终

实现连续运行120小时，转化率99.2%，产品纯度99.5%。项目严格遵循本质安全设计，通过H

AZOP分析完善防爆泄压系统，溶剂回收率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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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细化工领域，N,N-

二甲基丙二胺（DMAPA）作为重要的药物中间体，其传统生产工艺长期面临工程瓶颈。在参

与某化工企业DMAPA连续流工艺研发项目过程中，团队针对传统两步法工艺的固有缺陷，通

过催化体系创新与流程重构，成功开发出高效安全的连续化生产技术，实现了关键技术的自

主突破。

项目初期诊断发现，既有工艺采用胺化加成与高压加氢串联的间歇操作模式，存在多环节物

料转移带来的安全隐患，且传统雷尼镍催化剂易粉化失活，导致生产周期长、三废量大。更

严重的是加氢反应器的氢气滞留风险，曾引发多起安全事故。为此，团队确立了"连续化、

微型化、本质安全"的技术路线，构建涵盖催化材料开发、反应工程优化、智能控制的系统

解决方案。

催化剂体系的升级是核心突破点。针对传统催化剂机械强度差的问题，研发了具有核壳结构

的镍铜双金属催化剂。基底材料选用分级多孔氧化铝载体，通过浸渍-

还原法制备的双金属纳米粒子展现出独特的电子协同效应。实验室表征显示，该催化剂表面

形成的电子富集区显著提升了氢活化能力，连续运行测试中保持稳定活性，成功解决了传统

催化剂频繁更换的痛点。

连续流系统的工程设计充分体现过程强化理念。反应单元采用模块化微填充床结构，通过计

算流体力学模拟优化流道分布，实现物料停留时间的精准控制。创新设计的三级温控系统，

结合外循环换热模块，有效解决了反应放热导致的局部过热问题。在安全工程方面，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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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在线监测与应急切断联锁系统，采用磁力驱动泵实现全封闭物料输送，从根源上消除了

可燃气体泄漏风险。

工艺的绿色化改进贯穿项目始终。通过将多步反应集成于连续流系统，减少了中间产物的暴

露与损耗。溶剂回收系统采用渗透汽化-

精馏耦合技术，实现反应介质的循环利用。废水处理单元引入催化湿式氧化工艺，将含胺废

水转化为无害物质。能源管理系统通过热耦合设计，回收反应余热用于原料预热，显著降低

综合能耗。

项目执行严格遵循质量源于设计（QbD）理念。借助过程分析技术（PAT），在关键节点设置

在线光谱监测，实时追踪反应进程。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中试的虚拟放

大验证，大幅缩短工艺优化周期。工程伦理原则的贯彻体现在全员参与的HAZOP分析，系统

识别潜在风险并建立应急预案，确保技术方案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经过中试装置的稳定运行验证，新工艺展现出显著优势：生产过程实现全流程连续化，设备

体积紧凑化，安全风险层级显著降低。催化剂的耐用性突破使更换频率大幅减少，三废排放

量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形成的成套技术方案包含设备选型指南、操作规范和安全预案，为万

吨级装置建设提供了完整技术支撑。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开创了胺类化合物连续流合成的技术先河。工程实践中展现的多学科协

同创新能力——

从微观的催化剂设计到宏观的工厂布局，从秒级反应控制到跨年度的设备耐久验证——

为精细化工行业提供了转型升级的示范样板。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彰显了现代

化学工程师在绿色制造与安全生产领域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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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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式生产正辛胺的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04

月05日

申请号：20

2311610594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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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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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11610594.3

(22)申请日 2023.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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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宇恒　钱超　洪增　阮建成　

周少东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中成专利事务所有限公

司 33212

专利代理师 金祺

(51)Int.Cl.

C07C 209/52(2006.01)

C07C 211/03(2006.01)

C07C 249/02(2006.01)

C07C 251/08(2006.01)

 

(54)发明名称

管式生产正辛胺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精细化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管

式生产正辛胺的方法。本发明提供一种管式生产

正辛胺的方法，采用水溶性均相催化剂，以正辛

醛和氨水为原料在氢气氛围下于管道化反应器

中发生胺化反应，所述胺化反应包括脱水、加氢

两步串联反应；得到正辛胺。水溶性均相催化剂

由3d金属盐、EDTA型配体、促进剂和水组成。本发

明具有收率高、成本低、工艺简单、无三废排放、

利于工业化放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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