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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教育部公布第三批全国高校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示范活动入围名

单，清华大学大气复合污染治理教师团队

入围。

大气复合污染治理教师团队由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

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作为负责人，主要依

托环境学院建设。团队面向我国大气复合

污染治理的重大需求，秉承“立足中国，

守卫蓝天，面向国际”的团队精神，以

“顶天-立地-树人”为目标，以“为国家

绿色发展夯实科技支撑，为美丽中国建设

培育创新人才”为使命，心有大我，开拓

创新，甘于奉献，突破了酸沉降和PM2.5
治理的关键科技难题，引领我国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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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理论、战略和技术的开发与实施，为

我国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全面支撑。

2018年，教育部公布首批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清华大学核科学与技术

教师团队入选，团队负责人为核研院院长

张作义教授。2022年，教育部公布第二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清华大学成

像与智能技术实验室教师团队入选，团队

负责人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信息

科学技术学院院长、自动化系教授戴琼

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以

来，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培养造就

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高校教师队伍，推动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境学院）

人们一直希望能够创造出本身具有信

息自主处理能力的材料，即类生命体的

“智慧型”材料。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

在于能够与材料有机融合的机械计算。力

学超材料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

的思路。近日，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陈

常青教授团队提出了神经形态的存内机械

计算框架，在类脑机械计算领域取得了重

要进展。该架构借助力学超材料，由分布

式的机械内存单元组成。当接收到时间信

号时，系统会基于当前状态向下一个状态

演化，而计算则直接在内存中进行，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计算”和“数据”之间的

距离，简化了数据传输和交换，便利了任

务的执行。内存单元通过移位寄存器、同

或门和感知器三种基本力学相互作用进行

航院陈常青课题组在类脑机械计算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连接，为机械体系的学习、自适应和功能

完备地执行类神经功能提供了基础。基于

所提出的存内机械计算架构，研究团队分

别构筑了可重编程机械二值化神经网络和

自学习感知器两个实验示例，展示了其应

用前景。

相关研究成果以“存内机械计算”

（In-memory mechanical computing）
为题，近日在《自然 ·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该研究是陈常

青教授课题组继“具有可重编程逻辑功能

的力学超材料”（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1）和“像素化力学超材料的信息编

码和存储”（Advanced Science, 2023）之

后，在力学超材料机械计算研究中的又

一重要进展。                              （航 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