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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清华

动态 TRENDS

戴宏杰研究小组开发出新型小鼠成像技术

5月下旬，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成像技

术。相比于传统的染料，新技术采

用的荧光纳米碳管材料可在小鼠上

获得深入数厘米的高清晰图像。这

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

院院刊》( PNAS )上。

领导这一研究的是著名华人科

学家戴宏杰教授，他于1966年5月出生于湖南邵阳，198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应用物理系，后赴美留学，1992年进

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师从美国来斯大学诺贝

尔奖提名人开展博士后研究（导师第二年获诺贝尔奖）。

两年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

5月23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共计314人，其中清华校友28人——

清华教师16人，校外校友12人。

此次清华校友候选院士中有数学物理学部6位：庄鹏

飞、何红建、向涛、祈力群、欧阳颀、魏悦广；化学部4

位：帅志刚、张新荣、李亚栋、毛在砂；生命科学和医学

部4位：孙之荣、吴清玉、陈晔光、施一公；信息技术科

学部7位：王小云（女）、朱嘉麟、应明生、张书练、程

代展、李景镇、李建中；技术科学部7位：南策文、崔福

斋、雒建斌、方岱宁、韩祖南、管晓宏、倪晋仁。28位校

5月25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共计485人，其中清华校友37人——

清华教师12人，校外校友25人。

此次候选工程院院士的清华校友中有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部3位：李德群、肖龙旭、徐小力；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部6位：魏少军、杨知行、郑纬民、何友、蒋林涛、李天

初；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6位：陈国强、潘峰、魏

飞、翁端、谭天伟、顾松青；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5位：

吴宗鑫、张伯明、赵振堂、徐銤、张闯；土木、水利与建

获奖  PRIZE

2006年被评为终身教授，是该校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过去我们曾用相似的碳纳米管将药物传送至实验

小鼠体内用于治疗肿瘤，然而我们并不知道药物传送的确

切部位，”戴宏杰教授说，“利用新型的荧光纳米管技

术，我们能够同时实现药物传递和实时成像，从而评估出

药物攻击靶点的准确度。”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将单壁纳米碳管注入到小鼠

体内，并观察到纳米管随着血液循环被传送到小鼠的内脏

中。当研究人员将激光投向小鼠时纳米管发射出明亮的荧

光，进而研究人员通过照相机感测到纳米管的近红外线波

长，从而拍摄下图像。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观测到了

药物通过小鼠身体的整个过程。

友中具有清华学历的18位；最年轻的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

院院长施一公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王小云，均为

44岁。

按照惯例，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逢单数年份进

行院士增选工作，今年的中科院院士增选于1月份正式启

动，计划增选院士的名额不超过60名，其中数学物理学部

10名、化学部10名、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2名、地学部

10名、信息技术科学部7名、技术科学部11名。最终增选

结果将在今年底前公布。

筑工程学部7位：杜兰萍（女）、龚晓南、郦能惠、胡春

宏、罗继杰、唐玉恩（女）、肖绪文；环境与轻纺工程学

部3位：贺克斌、陈坚、段宁；医药卫生学部1位：罗永

章；工程管理学部6位：何建坤、范如玉、刘正光、吴季

松、吴启迪（女）、周大地。37位校友中具有清华学历的

有33位；年龄最小的为47岁。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1月1日启动，主席

团会议决定今年的增选名额为60名。按计划，12月公布选

举结果。

28位清华校友入选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37位清华校友入选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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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沅当选2011年加拿大工程院院士

6 月 上 旬 ， 加 拿 大 工 程 院

（Canadian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11年新增院士名单揭晓，共有45

名科学家当选。其中华人科学家3

名：张榴晨、李文沅和庄卫华。

李文沅（Wenyuan Li）于196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1和1987

年分别获重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

位。1989～1991年在加拿大SASKATCHEWAN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1991年至今先后在加拿大BC	Hydro和

BCTC公司任高级工程师，专家级工程师和首席工程师。

1982～1989年曾任重庆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目前

陈希接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5月29日下午，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陈希当选中国科协八届书

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

陈希，1953年9月生，福建莆田人，1978年11月入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1979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物化专业，1982年获清华大学化工系硕士研究生学历，毕业后留校任

教。历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等职。2009～2010年历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2010～2011年任辽宁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受聘为重庆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顾问教授。		

由于在电力系统可靠性理论和应用方面的突出贡献，

李文沅在国外多次获奖，并被IEEE授予会士称号，于

1996年荣获全加拿大IEEE唯一的“杰出工程师”奖。在

美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中国的一流杂志和会议上发

表论文70余篇，在加拿大完成技术研究报告60余个，出

版中文专、译著两本，在美国出版英文专著两本。

加拿大国家工程院院士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授予在工程

领域代表加拿大国家水平的专家、教授的荣誉称号，并作

为国家智囊团为国家层面课题立项、评审和研究提供权威

意见。

任命  APPOINTMENT

北京市旅游局更名旅游发展委员会 鲁勇任主任

3月底，北京市旅游局更名为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并列入

市政府组成部门。在3月31日举行

的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上，经过表决通过，

任命鲁勇为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主任。

鲁勇出生于1963年8月，河北

秦皇岛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清华

大学管理工程与科学博士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

共管理访问学者。2001年任北京市宣武区区长、区委副书

记；2003年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北京经济

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经理、党委书记；2005年任北京奥运

会组委会场馆管理部部长；2008年至2011年3月任北京市

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

林抚生任北京控股集团总经理

6月初，原北京市海淀

区区长林抚生出任北京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

林抚生，1964年2月

出生，福建福州人。1987

年7月参加工作，1998年2

月～2001年1月在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读研究生。

林抚生曾任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北

京机电工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务，被誉为中国装备制造业领军人。2007年4

月至11月，担任海淀区代区长。2007年11月17日

经选举担任海淀区区长。2011年4月辞去海淀区

区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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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洲清华

动态 TRENDS

钱学森等四位科学大师纪念邮票在北京首发

以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

石油化工学家侯祥麟、核物理学家钱三强4位驰誉中外的

科学大师头像设计的纪念邮票，5月25日在北京举行首发

式。其中，钱学森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

生；侯祥麟1950～1952年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钱三

强1932～1936年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中国现代科学家”系列纪念邮票自1988年首次发

行以来，迄今已经发行5组，共有20位中国现代科学家入

选，入选者均是在各自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大师，都

为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功勋。

此前4组纪念邮票入选的16位科学大师分别是地质学

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吴有训、数学家华

罗庚、医学家林巧稚、天文学家张钰哲、化工专家侯德

榜、农业科学家丁颖、数学家熊庆来、微生物学家汤飞

综合  GENERAL

凡、医学家张孝骞、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学家梁希、桥梁

学家茅以升、物理学家严济慈、物理学家周培源。

悼念  OBITUARY

胡乔木传《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出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献礼图书《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

身边的日子》首发式6月2日在京举行。该书由军旅作家、学者丁晓平在胡乔木亲属协助下，利

用5年业余时间采访创作完成，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胡乔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是中共思想

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是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大秀才”“大学者”和辞章家。《中

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向读者展示了胡乔木正道直行，竭忠

尽智的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和决策内幕，尤其是客观真实地

分析记录了胡乔木在邓小平时代经历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引人入胜。全书分为“木

卷：书生革命”、“火卷：战争年代”、“土卷：峥嵘岁月”、“金卷：妙笔春秋”和“水

卷：黄河青山”五卷，共计56万字。

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逝世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副所长、中科院资深院士何泽慧，因病于2011

年6月20日7时3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何泽慧191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大学毕业后到德国柏

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0年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

法”论文获得工程博士学位。

何泽慧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的夫人。她曾和钱三强等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

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上世纪50年代成功研制

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乳胶，建立了我国核试验技术的基础。她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

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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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家陈国良院士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

材料科学家、教育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美国金属学会会士，北京科

技大学教授陈国良先生，因病医治

无效，于2011年5月25日上午10时

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陈国良先生，1934年3月出

生，江苏宜兴人。1952年考入北洋

大学（天津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先后入清华大学、北

京钢铁工业学院，1955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工业学院（现北

京科技大学），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田纳西大学和德

国马普所学习和研究，历任北京科技大学材料系主任，新

微电子技术专家李志坚院士去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原清华大学微电子学所所

长，中国电子学会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常务

理事、理事李志坚教授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1年5月2日凌晨4时30分

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

李志坚，微电子技术专家。

1928年5月1日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

理系。1958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数学副博士学

位。清华大学教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

委员）。

中国植物生殖生理研究的先驱曹宗巽去世

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植

物生殖生物学家、教育家、九三学

社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曹宗巽教授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1年5月15日下午3时在北

京逝世，享年92岁。

曹宗巽，1920年5月4日出生于

山东济南，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

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

位后留校任教，兼读研究生，导师为李继侗先生；1945

年赴美留学，	1948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植物学及生物

化学博士学位；1948～1949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博

士后研究；1949～1951受聘于美国亚特兰大大学任副教

授；1951年春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

曹宗巽教授毕生致力于植物有性生殖过程中的生物化

学方面的研究，包括花的形成、性别表达、传粉受精、不

亲和性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在威斯康辛大学期

间的硕博士论文《花粉管向化性的研究》和《兰科植物传

粉后生理生化变化》等在美国发表后引起了当时普遍的关

注，直到现在，有时还被当作经典著作引用。这些研究工

作曾被美国同行誉为这方面工作的奠基石，被尊为植物有

性生殖生理研究领域的先驱和开拓者。

20世纪50年代初，李志坚在半导体薄膜光电导和光

电机理研究中，提出电子晶粒间界理论，在此基础上研

制成高信噪比PbS红外探测器。1959年研制成高超纯多

晶硅。20世纪60年代从事硅器件研究，其中平面硅工艺

及高反压硅高频三极管成果，促进了国内有关的研究和

生产。1977年以后主要从事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技术

及器件物理的研究，领导、指导和直接参与了多种静态

存储器，8位、16位高速微处理器、EEPROM和1兆位汉

字ROM等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制工作，并取得成

功。同时开发出3微米和1微米成套工艺技术。指导并发明

半导体红外高速退火技术和设备。

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获美国金属学会会士，

2009年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国家发明奖。

陈国良是我国高温合金领域的先驱，创建了我国第一

个高温合金专业。20世纪70年代初他用新的合金解决了

我国主要歼击机歼—6飞机发动机涡轮盘严重故障问题；

研制成功了“石油催化裂化能量回收烟气轮机”铁基和镍

基二代高温合金轮盘等关键部件；研发了具有我国特色的

含镁镍基合金，填补了国内空白；突破了国外发展高温高

性能金属间化合物合金的思路，创造性地发展出含高铌钛

铝合金，被国际上誉为是钛铝合金领域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