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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报告中相关的技术或数据如涉及知识产权保护

、军工项目保密等内容，请作脱密处理。

二、请用宋体小四字号撰写本报告，可另行附页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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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签名或签字章，不可以打印代替。

四、同行专家业内评价意见书编号由工程师学院填写

，编号规则为：年份4位＋申报工程师职称专业类别(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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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所在的专业为材料与化工专业，研究方向为催化生物质转化领域，在企业也承担与研究

方向一致的专业实践任务，即5-

羟甲基糠醛（HMF）的催化还原胺化反应研究。对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知识，如还

原胺化催化剂的制备、各种催化反应评价手段和催化剂的表征方法、催化剂构效关系研究的

方法、生物质转化反应动力学和反应机理的研究方法都有了基本的掌握，能够使用这些科研

方法进行本专业领域的基础研究、以及相对应的工程实践项目。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在杭州楚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实践，在此期间，完成了5-

羟甲基糠醛的催化还原胺化反应研究的项目，成功地制备出高性能的还原胺化镍催化剂，能

够高选择性地生成5-羟甲基-2-氨基甲基呋喃（HMFA）和2,5-

呋喃二甲胺（BAMF）。掌握了用于还原胺化的镍催化剂的制备和表征，通过共沉淀、浸渍、

水热等多种方法制备高性能的镍催化剂，并通过电镜、XRD、XPS等表征手段进行催化剂的结

构表征，进一步进行了催化剂的构效关系研究，掌握了镍催化剂的结构与HMF还原胺化反应

的选择性之间的关系。我通过HMF还原胺化反应的条件优化，通过改变氨气压力、氢气压力

、反应温度、反应时间等参数，确定了最高HMFA和BAMF收率的工艺条件，并通过反应动力学

研究明确了HMF还原胺化的反应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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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案例背景：

在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研究方向中，催化生物质转化领域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性和挑战性的领

域。本人在杭州楚工科技有限公司的专业实践中，负责5-

羟甲基糠醛（HMF）的催化还原胺化反应研究。HMF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质平台化合物，其催

化还原胺化反应生成的产物5-羟甲基-2-氨基甲基呋喃（HMFA）和2,5-

呋喃二甲胺（BAMF）在医药、农药和精细化工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然而，如何高效

、高选择性地实现这一反应，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多种

知识和技术。

2.问题描述：

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复杂工程问题包括：

（1）催化剂的制备与优化：如何制备出高性能的还原胺化镍催化剂，以实现HMF的高选择性

转化。

（2）反应条件的优化：如何通过调整反应参数（如氨气压力、氢气压力、反应温度、反应

时间等）来实现HMFA和BAMF的最高收率。

（3）反应机理与动力学研究：如何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明确HMF还原胺化的反应路径和动

力学参数。

3.解决方案与实施过程：

（1）催化剂的制备与表征

本人首先运用了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设计并制备了一系列还原胺化镍催化剂。

通过共沉淀法、浸渍法和水热法等多种方法，成功制备了具有不同结构和性能的镍催化剂。

随后，利用电镜（SEM/TEM）、X射线衍射（XRD）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等表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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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催化剂的结构进行了详细分析。这些表征结果不仅帮助我掌握了催化剂的微观结构和表面

性质，还为后续的催化剂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2）催化剂的构效关系研究

在催化剂表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催化剂的构效关系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催化剂的HMF

还原胺化反应性能，发现催化剂的表面金属活性中心的数量和分布对反应的选择性和活性具

有显著影响。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分析，成功建立了镍催化剂的结构与HMF还原胺化反应选

择性之间的关系，为指导催化剂的进一步优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3）反应条件的优化

在催化剂优化的基础上，对HMF还原胺化反应的条件进行了系统优化。通过单因素实验和正

交实验，逐步调整了氨气压力、氢气压力、反应温度和反应时间等参数。通过对实验数据的

统计分析，确定了最高HMFA和BAMF收率的最佳工艺条件。例如，在特定的氨气和氢气压力下

，适当提高反应温度和延长反应时间，可以显著提高HMFA和BAMF的收率。

（4）反应机理与动力学研究

为了深入理解HMF还原胺化反应的本质，进行了系统的反应机理和动力学研究。通过反应中

间体的捕获和分析，明确了HMF还原胺化的反应路径。同时，通过动力学实验，测定了反应

的活化能和反应级数，建立了反应动力学模型。这些研究不仅为反应过程的优化提供了理论

基础，还为工程放大和工艺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

4.实施效果与总结：

通过以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实践过程，成功解决了HMF催化还原胺化反应中的复杂工程问

题。制备的高性能还原胺化镍催化剂，在最佳工艺条件下，实现了HMF的高选择性转化，HMF

A和BAMF的收率分别达到了96%和76%。这些成果不仅为HMF的高效转化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

还为生物质资源的高值化利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次专业实践中，不仅巩固了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还熟练掌握了多种科研方

法和工程技术。通过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成功解决了专业实践中遇到的复杂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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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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催化5-

羟甲基糠醛制备5-

羟甲基-2-

糠胺的镍基催化剂、制

备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申请
2024年12

月16日

申请号：20

2411851448

.4

2/5  

一种选择性制备呋喃二

甲胺的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25年02

月27日

申请号：20

2510223637

.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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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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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校期间课程、专业实践训练及学位论文相关情况

课程成绩情况 按课程学分核算的平均成绩： 84 分

专业实践训练时间及考

核情况(具有三年及以上

工作经历的不作要求)

累计时间： 1 年（要求1年及以上）

考核成绩： 84 分

本人承诺

个人声明：本人上述所填资料均为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特此声明！

                                  申报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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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11851448.4

(22)申请日 202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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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 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72)发明人 姚思宇　张佳慧　高晓峰　成有为　

马梓轩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知闲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315

专利代理师 黄燕

(51)Int.Cl.

B01J 23/755(2006.01)

C07D 307/5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催化5-羟甲基糠醛制备5-羟甲基-2-糠

胺的镍基催化剂、制备方法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镍基催化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将含有铝盐和镍盐的水溶液与沉淀剂混

合，获得Ni‑Al氧化物前驱体；将Ni‑Al氧化物前

驱体干燥焙烧得到Ni‑Al氧化物；最后经过还原

得到镍基催化剂；本发明同时公开了上述方法制

备得到的催化剂以及利用该催化剂催化5‑羟甲

基糠醛制备5‑羟甲基‑2‑糠胺的方法。该制备过

程工序简单，条件温和，大大降低了制备成本和

时间。制得的催化剂中，Ni金属、Ni‑Al尖晶石和

Al2O3相稳定存在，形成的金属Ni在Ni‑Al尖晶石

和Al2O3混合相中具有很强催化还原胺化HMF的

能力，不利于HMFA产物的过度加氢反应。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8页  附图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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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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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10223637.5

(22)申请日 2025.02.27

(71)申请人 浙江大学

地址 31000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

路866号

    申请人 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

(72)发明人 姚思宇　张佳慧　高晓峰　成有为　

马梓轩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禹为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32272

专利代理师 康伟

(51)Int.Cl.

C07D 307/52(2006.01)

B01J 23/755(2006.01)

B01J 37/03(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选择性制备呋喃二甲胺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选择性制备呋喃二甲胺

的方法，将2 ,5‑二甲酰基呋喃、催化剂、无水甲

醇、氨源、添加剂混合，在带压氢气和搅拌条件

下，将2,5‑二甲酰基呋喃还原胺化转化为呋喃二

甲胺。本发明的制备过程工序简单，条件温和，大

大降低了制备成本和时间；制得的催化剂中，Ni

金属、Ni‑Al尖晶石和Al2O3相稳定存在，形成的

金属Ni在Ni‑Al尖晶石和Al2O3混合相中具有很

强催化还原胺化DFF的能力，有利于胺化中间体

亚胺加氢制BA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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