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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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专业领域内，我系统掌握了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并通过工程实践案例

不断深化和拓展这些知识的应用。在基础及专业知识方面，我熟练掌握了与工程构思、设计

、实现、运作相关的数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等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并系统掌握了

专业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在行业知识方面，我深入了解了企

业采用的新技术、新流程、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国内外技术前沿发展现状

与趋势，熟悉企业技术标准、工作流程、职业规范、政策制度、法律法规等，能够灵活运用

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具体专业实践训练过程中我通过日积月累掌握了大量情境性、意

会性知识，并且在处理复杂工程问题时交叉了学习其他专业的知识。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在中核秦山同位素有限公司完成专业实践训练的这段经历中，我根据企业放射性同位素分离

的需求，设计并执行离子液体双水相体系实验方案，根据方案开展实验，定期收集与分析实

验数据，主动与企业导师沟通，及时调整实验方案以实现项目目标，最终实现了使用离子液

体双水相分离放射性高锝酸根离子的目标。在实践过程中，我还负责实验室内相关设备的日

常维护与管理，保障实验顺利进行，并撰写详细的实验报告，包括实验过程、结果分析及改

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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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秦山同位素有限公司以放射性同位素生产为主体，立足国内稳定同位素供应，创造良好

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公司完成专业实践训练的这段时间

内，我根据企业放射性同位素分离的需求，开发清洁高效的Tc富集分离技术。

核电技术成熟、成本低，是化石能源的可靠替代品。但是在核电厂产生的高放废物中核裂变

产物Tc半衰期长，主要离子态高锝酸根水溶性高，在漫长的储存过程中容易随着地下水的迁

移而泄漏到环境中，对生态系统构成长期潜在危害，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考虑到目前工业上

应用于废液处理领域，技术上相对成熟的是液液萃取，开发新型的变温离子液体双水相体系

萃取剂有望提高液液萃取过程的选择性，解决传统萃取过程中有机溶剂挥发性问题，对于乏

燃料后处理以及核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设计并执行离子液体双水相体系实验方案，根据方案开展实验，定期收集与分析实验数据

，主动与企业导师沟通，及时调整实验方案以实现项目目标，最终实现了使用离子液体双水

相分离放射性高锝酸根离子的目标。

该项目的技术难点主要在于需要对不同种类的离子液体形成双水相体系的能力、萃取高锝酸

根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虑，选择适合用于从碱性较强的废水中回收高锝酸根的体系，并且分别

探索其中萃取过程、双水相形成过程的机理。我筛选了不同种类的离子液体，分别建立离子

液体双水相体系，研究发现，阳离子侧链碳原子数量变化会引起离子液体表面电荷分布和分

子极性变化，据此构建一系列具有亲疏水性差异的离子液体，测定其相图，能够判断适合形

成双水相的条件。由于高锝酸根离子具有放射性，使用非放射性元素模拟法，以化学性质、

微粒结构均非常相似的非放射性的高铼酸根替代高锝酸根进行萃取实验，并通过控制变量与

确定萃取和反萃条件，不断优化条件，实现对高锝酸根的高效分离，并探索其中的机制。最

终确定对高铼酸根具有较强亲和性的咪唑基类离子液体为萃取剂，为了验证该体系在实际应

用中的效果，在模拟汉福德储罐废液中进行了萃取实验。接下来通过一系列表征手段研究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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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相体系形成、高锝酸根萃取的机制。通过X射线小角散射（SAXS），动态光散射（DLS）等

手段研究双水相体系形成机制，总结出了各种促进溶液内微粒团增长、胶束聚集从而最终形

成双水相的因素。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质谱、拉曼光谱以及核磁共振氢谱、核磁共振

碳谱等表征手段证明萃取机理为阴离子交换。本项目为解决强碱性核废液中高锝酸根的回收

难题而提供了一种较为绿色、高效的分离回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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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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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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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