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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主办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

邱勇出席休斯敦中美大学校长论坛
并发表演讲

6 月 27 日，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外交学会

协办的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在清华主楼报告厅拉

开帷幕。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论坛开幕式

并以“共同构建人类和平安全命运共同体”为题

发表致辞。原国务委员、世界和平论坛主席唐家

璇致欢迎辞。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主持论坛开幕式。

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的主题为“同舟共济：

理解、协商、互助”。为期两天的论坛主要议题

包括大国的安全合作、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欧洲

与国际安全合作、地区安全合作等。

世界和平论坛是中国举办的第一个高级别非

官方国际安全论坛，致力于增进互信、凝聚共识、

扩大合作。第四届世界和平论坛继续保持了历届

论坛全球性、非官方性特点。

美国当地时间 6 月 22 日，美国第四大城市

休斯敦的莱斯大学迎来一场教育领域的高峰对

话——第二届中美大学校长论坛在这里隆重举

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论坛，寄语中

美大学携手开创高等教育新局面，为中美关系注

入新动力。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科技部党组书记

王志刚、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国务院副秘书长

江小涓等出席论坛。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中美两国高校的 40 多位大学校长

相聚于此，分享经验、共商合作。清华大学校长

邱勇应邀在论坛上做回应性演讲和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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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开幕式现场

作为四名大学校长代表之一，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作回应性演讲

施一公研究组《科学》发文
报道剪接体的三维结构并阐述 RNA
剪接的分子结构基础

8 月 21 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施一公

教授研究组在《科学》同时在线发表了两篇背

靠背研究长文，题目分别为“3.6 埃的酵母剪接

体结构”和“前体信使 RNA 剪接的结构基础”。

第一篇文章报道了通过单颗粒冷冻电子显微技

术（冷冻电镜）解析的酵母剪接体近原子分辨

率的三维结构，第二篇文章在此结构的基础上

进行了详细分析，阐述了剪接体对前体信使

RNA 执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这在世界上首

次捕获了真核细胞剪接体复合物的高分辨率空

间三维结构，阐述了剪接体对前体信使 RNA 执

行剪接的基本工作机理。该成果的完成不仅初

步解答了基础生命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备受

关注的核心问题，也为进一步揭示与剪接体相

关疾病的发病机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清华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闫创业、医学院博士研

究生杭婧和万蕊雪为共同第一作者，施一公院

士为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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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2015 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

清华大学迎来 2015 级新生

7 月 12 日，清华大学 2015 年本科生毕业典

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综合体育馆举行。经清华大

学校务会议审议，批准 2015 届 3335 名本科生毕

业。经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授予 2015 届 3517 名本科毕业生学士学

位，421 名本科毕业生获得第二学士

学位。

 今年的毕业生中还有两批特殊

的学生。6 月 29 日，首批空军和清华

大学联合培养的航 15 班 32 名飞行学

员顺利毕业，获得清华大学和空军航

空大学颁发的学历和学位证书。另外，

5 名清华大学招收的首批“自强计划”

学生也于今年毕业，邱勇校长为他们

亲自授予了学位。

7 月 11 日，清华大学 2015 年第

二次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

在综合体育馆举行。经清华大学校务

会议批准，2015 年第二次研究生毕业

共 5105 名，其中博士生 1598 名，硕士生 3507 名。

经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授予1015人博士学位，授予3504人硕士学位。

授予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 576 人博

士学位、432 人硕士学位。

8 月 20 日和 26 日，清华大学 2015 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新生开学典礼分别在综合体育馆举行。

3300 余名 2015 级本科新生和 5600 余名 2015 级

研究生新生穿着各自院系特色的文化衫参加了各

自的开学典礼。

2015 年，清华大学本科生招生工作立足于高

招制度改革与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围绕“综合评

价、多元择优、因材施招、促进公平”的人才选

拔理念，自主招生、领军人才选拔和自强计划三

大项目齐头并进。清华大学通过落实自强计划、

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合理调整分省

招生计划等措施，向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数量

相对较多、升学压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

地区倾斜，体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

通过自强计划和国家贫困专项共录取新生 330 余

人，超过总招生规模的 10%。

参加2015届研究生毕业典礼的部分毕业生

3300余名2015级本科新生即将在清华园开启崭新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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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6 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一国研

究组在《自然》在线发表论文《CREB 的转录激活

因子 CRTC2 通过 SREBP1 调控肝脏脂代谢》，报

道了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REB）的

转录激活因子（CRTC2）调控脂代谢的信号通路，

揭示了代谢性疾病中肝脏脂代谢紊乱的重要分子

机制。王一国研究组研究人员韩锦铂博士和生命

科学联合中心博士生李二伟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王一国研究员为本文的通讯作者。其他作者

包括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博士生陈力群、张元元和

魏方超，以及生物医学测试中心技术员刘洁媛和

邓海腾教授。

王一国研究组通过对 CRTC2 基因敲除小鼠

脂肪肝表型和机制的研究发现 CRTC2 通过在细

胞质内与 Sec23A 竞争性结合 Sec31A（Sec23A和

Sec31A均是 COPII的组成亚单位）影响了 SREBP1

从 内 质 网 到 高 尔 基 体 的 转 运； 并 且 CRTC2 与

Sec31A 的结合受 mTOR 信号调控。mTOR 通过磷

酸化 CRTC2 减弱 CRTC2 对 SREBP1 转运和成熟过

程的抑制，促进 SREBP1 的成熟和入核。在肥胖

和糖尿病小鼠模型中，由于 mTOR 的过度激活导

致了脂合成代谢的增强。通过肝脏内表达 CRTC2

的 mTOR 磷酸化缺陷的突变体可以降低小鼠肝脏

中脂的生成并提高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些

研究揭示了 CRTC2 介导的信号通路在调控肝脏脂

代谢中的重要作用。

生命科学学院王一国研究组在《自然》发表论文
揭示脂代谢调控的重要分子机制

7 月 2 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助理教授、博

士生导师鲍捷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基于胶体

量子点纳米材料的光谱仪》，报道了一种基于胶体

量子点纳米材料制作微型光谱仪的新方法。该文章

被同期《自然》杂志专题评论。鲍捷是论文的第一

作者和通讯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莫吉·巴旺

迪是论文的第二作者。

鲍捷及莫吉·巴旺迪提出，现有微型光谱仪

的设计局限可以用胶体量子点克服，量子点是高度

可调控的、微型的并且对光敏感的半导体晶体，使

用量子点可以在减小光谱仪体积的同时不影响它的

分辨率、使用范围和效率。文章中，他们展示了用

195 种胶体量子点纳米材料和一个普通数码相机所

用的成像感光元件构成的一个微型光谱仪。其每一

个量子点都对特定光谱范围敏感，可以过滤各种波

长的光并检测到非常小的光谱移位。这是国际上首

学术 ACADEMIC

电子工程系鲍捷在《自然》发表论文
展示基于胶体量子点纳米材料制作微型光谱仪的新方法

不同光谱仪工作原理比较图

次将胶体量子点纳米材料用于制作微型光谱仪

的报道。

作为一种光谱仪微型化方法的新突破，这种

方法为制作高性能、低造价、体积小于智能手机

摄像头的微型光谱仪铺平了道路。其未来应用包

括太空探索、个性化医疗、微流控芯片实验室诊

断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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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清华大学医学院颜宁研究

组在《科学》发表题为《分枝杆菌 Insig 同

源蛋白晶体结构揭示 Insig 蛋白感受固醇

的分子机制》的研究论文，报道了一类分

支杆菌中 Insig 同源蛋白 MvINS 的高分辨

率晶体结构，并通过大量生化分析揭示了

医学院颜宁研究组在《科学》及《自然》发表论文

生命科学学院高宁研究组与香港科技大学戴碧瓘研究组
共同在《自然》发文揭示真核生物 DNA 复制解旋酶高分辨三维结构

（左图 ) 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3 处于不同状态的
3个晶体结构
(右图）迄今已获得的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s的晶体结
构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GLUTs工作模型

人源 Insig 蛋白感受调控细胞内固醇类分子水平的生化

机制。这项研究结果为高等生物 Insig 蛋白的结构生物

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对进一步研究

Insig 在 SREBP 通路的作用以及工作机理具有重要的意

义。生命学院博士生任若冰和周芯卉为本文的共同第一

作者，颜宁教授为通讯作者。

 7 月 15 日，颜宁研究组在《自然》在线发表题为《葡

萄糖转运蛋白识别与转运底物的分子基础》的长文，报

道了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3 处于不同构象的 3 个高

分辨率晶体结构，并通过与之前该组解析的 GLUT1 的结

构比对，完整揭示了葡萄糖转运蛋白底物识别与转运的

分子机理，为基于结构的小分子设计提供了直接依据。

这不但是对于 GLUTs 家族转运机制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也为转运蛋白领域和膜蛋白结构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起到

了导向作用。同时，高分辨率 GLUT3 与底物结合的结

构也为今后的小分子抑制剂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博士后（医学院）邓东和一年级

博士生（生命学院）孙鹏程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颜

宁教授为通讯作者。

7 月 29 日，清华大学高宁研究组和香港科技

大学戴碧瓘教授研究组共同在《自然》杂志上以长

文形式在线发表了题为《真核生物 DNA 复制解旋

酶 MCM 复合物的 3.8 埃分辨率结构》的研究论文，

首次报道了真核生物 DNA 复制起始与延伸过程中

DNA 解旋酶核心组分 MCM2-7 复合物的 3.8 埃高

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并以此为基础对 DNA 复制

起始时 MCM2-7 复合物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

生命科学学院 2010 级博士生李宁宁（2015年 7月已

毕业）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翟元梁研究助理教授为该

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高宁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

的戴碧瓘教授及翟元梁助理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2013 年下半年开始，高宁研究组和香港科技

大学戴碧瓘研究组合作，利用清华大学冷冻电镜平

台对 MCM2-7 双六聚体复合物以及与相关功能因

子结合的复合物进行结构解析。2014 年下半年，

Titan Krios 电镜更换新一代的 K2 相机后，在之前

条件优化的基础上，该课题获得了关键性突破，进

而解析来自酵母菌分裂间期 G1 期 MCM2-7 双六聚

体复合物近原子分辨率的三维结构。结构分析表明

MCM2-7 复合物直接参与了复制起始时的 DNA 最

初解链过程。这一高分辨率的结构为真核生物特异

的解旋酶家族蛋白复合物的组装、激活和调控的研

究提供了一个全新视点，为指导此复合物的功能研

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该论文是清华大学国家蛋白质基础设施（北

京）建立以来，完全利用此平台进行数据收集及

处理而发表的首篇世界顶级杂志科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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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清华大学 8 人
入选《科学中国人》
2014 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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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主楼接待厅举行，会议宣读了教学

委员会委员名单，校长邱勇向教学委员会的委员们

颁发了聘书。委员们就近期的一些工作进行了审议，

并就教学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和重点进行了讨论。

杨斌宣读了《关于成立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

的通知》，邱勇任教学委员会主任，杨斌、环境

学院郝吉明院士、物理系朱邦芬院士、航天航空

学院李俊峰教授任副主任，教务处处长郑力任秘

书长。来自各院系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共 29 位教

师担任教学委员会委员。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

优秀奖”获奖教师名单。在交流讨论环节，各位

委员纷纷发言，畅谈教学委员会的职责、工作重

点和运行机制。

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审

议、评议、指导和咨询机构，致力于推动教育教

学创新，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学术研究，坚持可持

续发展的教学质量观，促进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

全面提高。

6 月 26 日，由《科学中国人》

杂志主办的“科学中国人（2014）

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146 位科学家荣膺科学中国人（2014）

年度人物，清华大学 8 名教师入选。

电子系教授丁晓青获得特别奖

项“杰出贡献奖”，电子系特别研

究员陈宏伟获得特别奖项“杰出青

年科学家奖”，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黄来强，医学院教授颜宁，自动化

系教授张涛、副教授高飞飞，电机

系教授党智敏，水利水电系教授张

建民同时入选。

本届年度人物评选从基础研

究、医药卫生、信息技术与电子等

十个领域征集了 300 余位活跃在一

线的候选科学家。评选活动以“影

响力、创造力、转化力、责任感”

为基本标准，评价体系由清华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搭建。

《跨越世纪清华梦》出版座谈会举行

7 月 6 日，《跨越世纪清华梦——王大中校长十年

启示录》出版座谈会举行。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校党委

书记陈旭，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校党委原书记方惠

坚、贺美英等学校老领导、教师、校友代表以及学校相

关部处负责人等 50 余人参加座谈会。

王大中 1994 年 ~2003 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这期间，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围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

提出并实施“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总体办学思路，

制定并落实“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

确立了面向 21 世纪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

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与校友的

广泛认可和赞誉。《跨越世纪清华梦——王大中校长十

年启示录》记载了王大中在清华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客

观再现了他担任校长十年间清华大学的改革发展进程。

综合 GENERAL

《跨越世纪清华梦——王大中校长十年启示录》出版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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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合成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成立

清华主办第八届国际煤燃烧会议

7 月 16 日，“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

生物学研究中心成立仪式暨合成与系统

生物学前沿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主

楼举行。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

科技部基础司的张彦雪处长出席仪式，

并对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

心成立表示祝贺。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

坤出席仪式，并与中心顾问委员会主任

王志新院士共同为中心揭牌。十余名两

院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合成生物学研

究机构的嘉宾和中心共建单位的师生共

两百余人出席大会。

当天下午，到访的上海交通大学邓

子新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冯雁教授、中

科院陈润生院士和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蔡

志明院长等著名专家分别作主题报告，

分享合成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学界最新科

研成果，并与清华师生进行了交流研讨。

7 月 20 日， 国 际 煤 燃 烧 领 域 重 要 学 术 会

议——第八届国际煤燃烧学术会议在北京会议中

心成功举办，本次大会由清华大学主办。

会议开幕式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清华大学

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教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三处处长刘涛致欢迎

辞。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岳光

溪教授致开幕辞。开幕式后，岳光溪院士等多位

专家分别就当前煤燃烧领域学术及技术的重要进

展以及发展趋势等作了系列大会特邀报告。

会议期间，来自中、美、德、英等 13 个国

家和地区的 220 余位国内外专家和青年学者在 5

个分会场上，围绕煤和燃料基础性质、煤粉燃烧

等 6 个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本届会议还得到了

工业界的支持，来自国内外多家大型企业的专家

介绍了清洁煤技术的工业应用。

会议期间，清华大学热能系学生组成 30 余

人的志愿者队伍，以踏实细致、热情周到的服务

保障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陈旭一行赴青海参加 2015 年
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

7 月 27 日 ~ 29 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陈旭率团赴青海参加 2015 年对口支援青海大

学工作会议。会议听取 2014~2015 年度对口

支援青海大学工作汇报，签订了 2015~2016

年度对口支援协议。青海省委书记骆惠宁，

省委副书记、省长郝鹏等省领导会见了陈旭

一行。

会议之前还举行了清华启迪科技园（青

海）揭牌仪式暨浪潮集团、曙光集团入驻青

海国家大学科技园签字仪式。陈旭和青海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匡湧代表双方为清华启迪科

技园（青海）揭牌。

陈旭一行还亲切看望了在青海省基层公

共部门工作的清华校友们并出席青海省委组织部召开

的清华大学选调生座谈会。

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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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勇一行访问山西深化校地合作
并出席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签约仪式 脊柱脊髓诊疗中心”揭牌 

密歇根大学校长访问清华  两校续签合作协议

 7 月 29 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带队访问山西省，与山西

省委书记王儒林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小鹏等省领导就进一

步深化省校合作进行了交流，双方领导共同出席了清华大学

与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建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

的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主要从事

煤基及低碳能源领域的科技研发及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咨询、

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国内外合作交流等工作。

签约当日，邱勇一行还实地考察了山西阳煤化工机械有

限公司，重点考察了清华大学科技创新成果水煤浆水冷壁气

化炉的制造，参观了清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的过渡办

公场地。听取了太原锅炉集团与热能系科技合作成果汇报，

还与山西省的部分清华校友举行了座谈。

 7 月 3 日，清华大学—华

盛顿大学脊柱脊髓联合诊疗中

心揭牌仪式在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举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

外科主任王贵怀主持揭牌仪式。

在论坛演讲环节，多位专

家进行了主题演讲，分享海外

及欧美在脊柱脊髓方面的诊治

与照护经验，并结合理工科研

的前沿进展，为脊柱脊髓领域

的医学转化提供新思路。

“清华—华盛顿脊柱脊髓

诊疗中心”由清华大学附属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神经外科和华

盛顿大学医学院联合成立，重

点方向为“退行性脊柱病变”

和“脊髓肿瘤”的综合治疗。

中心的建立将使两校在该医疗

领域强强联手，促进国内脊柱

外科诊疗与国际接轨，填补国

内外“脊柱脊髓诊疗”跨国合

作的空白，促进该系统疾病诊

疗的微创化、精准化。

7 月 7 日，密歇根大学校长马克·施莱赛尔教授访问清

华大学。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施莱赛尔教授进行了会谈，并

共同续签了两校合作协议。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当天与施莱

赛尔教授就在人文相关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交流。

施莱赛尔教授此行还访问了环境学院和机械学院，就相

关合作进行了交流。

王志华、理查德·艾伦伯格、王劲、赵雅
度共同为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脊柱脊髓
联合诊疗中心揭牌

交流 EXCHANGE

签约仪式

·清华园NEWS 动态  

“清华大学—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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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携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推出国内首个“医疗卫生管理博士项目”

7 月 2 日，“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医疗卫生管理博士项目”发布仪式暨“2015 首都

医疗论坛”在鸟巢文化中心举行。清华大学医院

管理研究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

生学院、首都医疗集团三方共同签订了在医疗卫

生管理领域合作办学的协议，拟开办“医疗卫生

管理博士学位项目”。

这是国内首个授予医疗卫生管理方向的公

共卫生博士学位的合作办学项目。学员除了学习

公共卫生领域的核心课程外，还将重点学习医疗

卫生管理及领导力课程。项目的培养对象是医疗

健康领域内具有领导潜力的专家型和管理型人

才，在其现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着力训练、

提升其在公共卫生领域、医疗健康领域和医院管

理等领域的综合管理能力与领导力。项目将助力

中国医疗卫生体系高端管理人才培养，进一步提

升整体公共健康的服务水平。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致辞

获奖 AWARD

人文学院格非教授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8 月 16 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清华大学人文学

院教授、著名作家格非凭借《江南三部曲》获得该项殊荣，并且以

57 票高居第一。此前他凭借中篇小说《隐身衣》先后获得老舍文学

奖和鲁迅文学奖。

格非是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从

1987 年发表成名作《迷舟》开始，格非迄今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江

南三部曲”、中短篇小说集《迷舟》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小

说艺术面面观》等多部。

格非属于擅长对文学、社会、历史等问题做深入思考的学者型

作家。他的作品具有坚韧、优雅、准确、睿智等特质，在中国当代

文坛独树一帜、风格鲜明，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

文字在国外出版。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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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系何金良教授
获亚太雷电国际会议杰出贡献奖

 6 月 23 日 ~ 27 日，第 9 届亚太雷

电国际会议在日本名古屋召开。亚太雷

电国际会议将其首次设立的杰出贡献奖

授予清华大学电机系何金良教授，以表

彰他在创立亚太雷电国际会议及促进其

发展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亚太雷电国际会议是雷电防护领域

最为著名的两大国际会议之一。其执行

委员会从 2015 年开始，在每两年召开一

次的亚太雷电国际会议上颁布杰出贡献

奖，表彰国际上在雷电防护领域做出杰

出贡献的专家及学者。

另外，电机系博士生王希在此次

大会上，因其在长空气间隙放电的三位

路径的重构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会

颁发的青年科学家奖（Young Scientist 

Award）。

·清华园NEWS 动态  

清华大学创客团队
在“中美青年创客大赛”中夺冠

清华大学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中再创佳绩

8 月 18 日，由教育部主办的 2015“共

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颁奖典礼

在成都举行。清华大学团队共获得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

200 余名中美创客组成的 48 支团队经

过 24 小时的决赛，共评出一等奖 1 项，二

等奖 3 项，三等奖 6 项。一等奖由清华大

学“健康伙伴”团队的“坚果健身”项目

摘取，“靠谱团队”的“磁动力交互装置”

获得二等奖，另有两个团队获得三等奖。

“坚果健身”项目创造了一款可以轻

易贴在运动器械上的智能贴片，这一贴片

不仅可以记录器械运动的次数和组数，还

能够及时反馈，帮助健身者了解健身计划，

将健身房和社区中的健身器械智能联网。

8 月 10 日 ~ 12 日，第八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

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全国总决赛在哈尔滨工程

大学举行。清华学生共获得 1 项特等奖、3 项一等

奖和 3 项二等奖，清华大学团队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全国 281 所高校的 2534 件作

品参赛。决赛中，专家委员会共评选出特等奖 9 件，

一等奖 44 件，二等奖 108 件，三等奖 449 件。其中

清华学生作品“被动式呼吸型窗墙一体化防霾通风

器”获得特等奖，“饮料即时速冷机”等 3 件作品

获得一等奖，3 件作品获得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是全国高校能源与动力工程学科和我国能源与节能

减排领域的一项重大赛事，本次比赛首次引入战略

投资商到大赛现场观摩，实现了创意与产业化的有

效对接。

化工系戈钧副教授
入选 2015 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创新人物

8 月 18 日，《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揭

晓了 2015 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创新人物（TR35）评

选结果，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戈钧副教授凭借在纳

米限域空间中酶催化研究的杰出成就获此殊荣，被

评选为纳米技术领域的开创者（Pioneer）。

TR35 杰出青年创新人物评选是《麻省理工学院

技术评论》为表彰青年创新人物而设立的固定评选

制度，每年从全球范围内评选出 35 位 35 岁以下学

术界和工业界的科技创新精英。今年共有 3 位华人

学者入选。

戈钧副教授的研究领域包括纳米生物技术、

工业酶催化、生化分析检测。他的研究工作创新

性地提出了采用具有特殊纳米结构的有机无机杂

化材料同时提高酶在工业催化、分析检测等实际

应用中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其研究成果可促进

工业生物技术、医学检测和环境监测等领域的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