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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次性编号为CZ8243的
麦道82飞机的平稳落地，他的人

生重新起航。

乡音浓重，和蔼可亲，陈清

焰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讨喜。他

拥有众多让同行尊敬与羡慕的头

衔，除了天津大学长江学者讲座

教授，还有中组部“千人计划”

入选者、中国“973”首席科学

家等。而在此之前，他是美国普

渡大学机械工程系讲席教授、美

国国家各种交通输运工具环境

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期刊Building and 
Environment（建筑与环境）主编等。

“我和每个海归一样，都有浓重的中

国情结。这么多年了，始终挥之不去。”

陈清焰说自己终归还是个中国人。

20年中国情结

陈清焰出生于福建仙游，这个古往今

来盛产才子文人之地。清华毕业的高材生

（注：陈清焰198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

系），不满足于国内顶级的建筑教育，只

身一人前往欧洲。1985年和1988年分别获

得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工学硕士和博士

学位。任教美国普渡大学前，他先后担任

荷兰代尔夫特技术大学副教授和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MIT）助理教授、副教授。

“我26岁就离开了中国，在国外呆了

27年。但总觉得是一个暂时的状态，该为

中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他与中国的连结一直没断过。1998

年，陈清焰任教美国后，与清华、同济等

建筑教育的中坚力量建立了稳定的交流通

道。“从1998年到2008年正式回国之前，

其实我每年都会回国一两次。在学术交流

的同时，更希望寻找机会为自己的国家做

点事。”

培养中国留学生、增强国内建筑教育

的师资力量，这是那十年陈清焰的主要着

力点。陈清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拥有很

多相关头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兼职教

授、中国科学院创新团队成员、清华大

学访问教授等，与国内众多院校联合培

养博士生。

“相对国外，中国在建筑技术方面起

海外清华人

陈清焰：从绿色建筑到大飞机

陈清焰学长在三亚机场接收麦道82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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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较迟但需求巨大。国外有许多先进理

念，国内在节能和环保上有强烈的需求。

我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技的教

育，能够较深刻地了解中西方，我的一个

重要价值就是做跨越中西方的桥梁，发挥

自己最大的作用。20年前我就开始朝着这

个方向走，一直到今天。”

陈清焰这样告诉《科学时报》，语气

淡定而坚毅，生性平和而执著。

从绿色建筑到大飞机

促成陈清焰回国的重要动力，就是停

泊于天津的“麦道82”大飞机，这是他科

研生涯中一个最特别的实验室。

2008年，陈清焰受聘于天津大学长江

学者讲座教授，每年回国工作2至3个月，

那时他的想法依旧还是以国外科研工作为

主，国内为辅。

2008年底，时任天大校长龚克第一次

会见了陈清焰。龚克的见面语直接而诚

挚：“既然是天大教授，总是要为天大做

点事情，作点贡献。”

天津大学为适应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

发展要求，确立了为制造国产大飞机项目

服务、支持大飞机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的

战略方向，并于2008年4月成立了航空航

天研究院。配合天大的战略，陈清焰提出

了“天津飞机环境控制系统研发制造中心 

20年长期发展规划”。

“这是一个20年产学研规划，目标是

创造具有高竞争力的客机座舱环境控制系

统，使得该系统拥有安全、舒适、健康的

特点，并且保证低成本和低能耗。希望

从基础研究开始，扎实稳进地为祖国的

大飞机事业做点事。”陈清焰语气坚定

而自信。

陈清焰敏锐地看到，作为非传统航空

航天院校，天津大学要想在航空航天领域

有所突破，大飞机项目是最佳切入点和有

力的抓手。

中国在“运十”下马30年之后重启大

飞机项目，可见中国工业力量的积累与增

长。在陈清焰与龚克看来，国产大飞机在

这一领域数十年的停滞与空白对科研力量

的需求极其强烈。而陈清焰所领导的美国

客机机舱环境研究中心联合美国7所大学

开展了机舱环境控制领域的研究工作，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天大环境学院在建筑环

境、空气洁净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也在国内

处于领先水平。强强联合，这无疑是一个

极佳的发展契机。

英雄所见略同。陈清焰与龚克一拍即

合。但他随即给龚克出了一道难题，这也

是他回国开出的唯一价码，购买一架适航飞

机，用于建立真实的机舱环境科研平台。

国内大飞机研究刚刚重启，相比陈清

焰在国外拥有的条件优越的实验室，国内

甚至没有搭建起一个专业的实验平台。

一架适航大飞机，是天津大学校史上

最昂贵的一件设备。天大校务委员会专门陈清焰学长回国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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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有人在校务会上提出：“如果我们

买了一架大飞机，这么巨大一家伙，如果

陈清焰不回来的话，办公桌底下又塞不下

去，这不成为一个‘天大’的笑话。”

陈清焰的回答简短坚决：“如果你真

买了这飞机，我保证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国

内。”他在原来三个月的要求上主动加

码，而购买大飞机的要求获得天大的有力

支持。

“我是双方的桥梁”

为建设真实的机舱环境科研平台，陈

清焰曾与美国联邦快递、西北航空公司等

多家国外企业协商，但因为相关法律程

序、途中运输等难题，最终放弃了从国外

购买飞机的计划。恰逢国内要求耗油量大

的麦道飞机在2009年3月20日之前全部停

飞，南方航空公司打算出售12架麦道飞

机。获悉此消息后，天大迅速与南航联系

购买事宜，并邀请了美国波音公司、哈佛

大学和伊利诺伊斯大学的3位专家进行评

估和论证。尽管麦道飞机有耗油量大的

缺憾，但目前全世界仍有近800架麦道飞

机适航，麦道82型飞机与波音737、空客

A320是同一级别。

2009年3月18日，陈清焰亲自乘坐这

架麦道82，从三亚飞抵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为了此次特殊的飞行，南航专门申请

航线，最终民航总局为这架编号B2136的

飞机特批了一个一次性的航班号CZ8243，

从海南三亚直飞天津。由于是“特殊飞行

任务”，天津机场特批该飞机降落。降落

后经过机场地勤、保安人员的配合，拆除

机场周围的铁栅栏，将这架科研专用飞机

牵引至中国民航大学的停机坪内。经两校

协商，这架飞机由中国民航大学负责停放

和保养维护。

陈清焰这样解释他坚持购买这架价值

近千万元麦道82的动因：“第一，出于对

科研的热情。第二，我的中国情结。大飞

机项目与国家工业命脉息息相关。20世纪

70年代的“运十”陨落了，如果这一次再

不成功，很可能中国不会再有属于自己的

国产大飞机。”

天津大学副校长舒歌群表示，这架大

飞机的引入，将直接促进天大相关领域的

科学研究，如新型环控系统制造、航空燃

料与节能技术、航空材料等。同时，天大

拟以此为科研载体，在航空航天研究院的

基础上，整合相关优势学科，建设承接国

家重大项目的联合攻关平台，逐步形成在

大飞机研究领域的竞争力和学科特色。

陈清焰的人生随着CZ8243的平稳落地

而重新起航。

过去两年间，陈清焰在国内投入的时

间超过了一半。在他看来，坚持国内外工

作相结合是有道理的。“现阶段如果我全

时回国，很可能过几年我的科研就无法保

持国际领先水准。波音空客对科研的投入

力度都十分巨大，交流学习对我国新工业

的起步是有好处的。”

陈清焰的工作现在得到国家的高度重

视。今年科技部通过“973”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拨付3800万元资助陈清

焰领导由天津大学、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清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7个

单位组成的研究团队，开展大型客机座舱

内空气环境控制的科学问题研究。   

原载《科学时报》201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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