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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种新型的过程强化技术，微反应技术为医药和化工工艺过程的研发及其经济性的提高均开拓了
新的思路。
一方面，许多化工、制药以及生命科学领域的工程师、科学家将微反应技术视为寻求新反应途径、合
成新化合物的新型工具；另一方面，通过微型化改造现有工艺并建立新的更具经济性的微反应工厂也
颇具吸引力。
微反应技术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学科交叉的特点，尤其近十年来在许多应用领域的发展更可谓突飞猛进
。
例如，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了成百上千篇关于微反应器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文献，也有一些相关综述和专
著；此外基于微反应器的学术期刊和国际专题会议也为该领域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微反应技术在欧洲的研究最早也最深入，国内起步则相对较晚；但由于其独特的过程强化理念和优势
，微反应技术在国内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虽然在早些年已有微反应器专著的中文译本曾经介绍过微反应器的加工制作以及应用微反应器进行各
种化工单元操作的基本知识，但在微反应器技术快速发展的有机合成和催化领域却一直没有系统全面
的总结和著述。
该书第一次就有机合成和催化中微反应技术的应用和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可视为相关领域“一站式
”的百科全书。
本书译者所具有的先后在国内外科研院所和跨国企业长期从事有机合成和催化以及微反应器技术应用
的复合科研背景，使他成为该化学、化工交叉领域研发的佼佼者以及翻译本书《微反应器在有机合成
及催化中的应用》的合适人选。
 我们认为此次关于微反应器在有机合成和催化应用方面的翻译工作可以给该领域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
研究成果，进一步促进我国正蓬勃发展的医药化工和有机合成等行业，并满足对于绿色化工、低碳合
成等新型工艺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中译本可以作为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包括高校和工业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
微反应器技术领域初学者或相关专业高等院校学生、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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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WILEY?VCH出版社“MicroreactorsinOrganicSynthesisandCatalysis”一书的中译本。
该书首次在化学反应和化学工程的交叉领域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微反应技术在有机合成和催化中的应用
进展；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微反应技术的背景资料，而且分章节系统阐述了微反应技术在不同有机
反应类型中的发展和在工业应用中的最新进展。
前三章主要介绍了适合有机合成和催化的微反应器的制作、微反应器的使用及性能特点，并总结了当
前的应用领域以及将来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书的其他章节利用非常大的篇幅总结并列举了微反应器在有机合成和催化反应各个方面的研究应用
情况，如均相反应(金属催化处理及光化学转变等)、非均相反应(固载试剂和催化剂等)、液?液两相反
应、气?液两相反应、生物有机反应以及连续生产工艺的工业应用。
该书内容丰富翔实、结构清晰明了；而且由一直活跃在该领域的众多顶尖大学教授、企业专家共同编
著，翔实记录了世界范围内从科研院所到工业应用全方位的微反应技术的最新研发应用成果，可视为
相关领域的“一站式”百科全书。
本书可以作为化学和化学工程领域包括高等院校和工业界的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工具书，也可以作为
微反应器技术领域初学者或相关专业高等院校学生、研究生的参考用书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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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微反应器可以为包含多级方案在内的反应提供安全操作方式，否则就会形成涉及不
稳定中间体的化学品（副产品）。
这一点已被Fortt通过采用液压泵吸（hy—drodynamic pumping）微反应器进行连续重氮盐形成∕氯化
反应得到解释，其中观测到产率有显著提高（大约15%～20%），这得益于其强化的传质换热作用。
这也表明微反应器在合成重氮盐方面的优势，因为重氮盐对电磁辐射和静电力敏感而反过来促进其快
速分解。
微反应器使得在传统宏观反应器和批次生产中通常不可能实现的连续流合成变得容易。
 与传统的反应器相比，微反应器具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其相对较大的比表面积。
微反应器的比表面积可以达到2×104 m2∕m3，而传统反应器一般为1000m2∕m3。
表面积还可通过以下方法进一步提升：（1）在反应器空间中设置微加工的柱状或肋状结构；（2）引
入填充材料；（3）加入高比表面积材料，例如多孔硅（porous silicon）。
在催化剂内的扩散速率与反应速率间存在竞争的催化反应过程中，微反应器可以消除其中的物料传送
阻力。
因此微反应器可以为催化反应提供很好的环境，例如应用于Heck和Sonogashira偶联反应中的钯催化作
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催化剂通常形成固一液非均相体系而使得在微型通道中的应用变得困难。
然而在室温下用离子液体溶解催化剂后，就可以成功地形成液—液两相体系（见Sonogashira偶联反应
），从而方便催化剂的快速评价。
微反应器中的催化反应也可以通过引进光能等外部能量来实现功能上的扩展。
例如，可以采用浇注方式将锐钛型二氧化钛薄膜植入到平面玻璃微反应器的内表面上，这样加入气态
氧就可显著提高其光催化功能。
因为可以通过完美的设计获得短的渗透路径长度，用于光催化反应的平面芯片微反应器有潜力进一步
提升照射到反应物和催化剂的联动应用（增加空间均匀性和降低衰减）。
上述微反应器的理想制作材料有Pyrex玻璃、无定形含氟聚合物或石英；而其中石英最受青睐的原因是
，它既能适用于较高运行温度，与Pyrex玻璃相比又能在更低紫外线波长下有更低的光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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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反应器在有机合成及催化中的应用》是微反应器这一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中第一部聚焦于合成和
催化的专著，反映了国际上的最新发展成果，可广泛应用于在化学、化工、医药等领域。
本书由国际上顶级知名专家共同编著，侧重于微反应技术在有机合成及催化中的应用，科研成果与工
业应用并重。
中国科学院戴立信院士给予本书高度评价，称其为“一站式”百科全书，并为本书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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