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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GENERAL

清华主办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  探讨以“合力 担当 变革”应对国际安全挑战

6 月 24 日，由清华大学主办、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第六届世界

和平论坛在清华主楼拉开帷幕。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

海，原国务委员、世界和平论坛主席

唐家璇出席并致辞。

本届论坛主题为“应对国际安

全挑战：合力 担当 变革”。阿富汗

前总统卡尔扎伊、澳大利亚前总理陆

克文、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俄罗斯

前国家安全会议秘书谢尔盖·伊万诺

夫、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及对外关系战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

清华大学成立科学史系  同时启动筹建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

大会在学生文化活动中心多功能厅举行。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中国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资深荣誉教授杨振宁，清华大

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副校长王希勤，著

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范岱年、国际科

学史学会前主席刘钝教授，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院长万俊人、科学史系主任吴国

盛出席并为科学史系揭牌。 

邱勇代表学校祝贺科学史系的成立，

并在会上宣布，学校正式启动筹备建立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希望科学博物馆

再现清华理工科学科群在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的成

就，促进科学传播、激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推动

人文与理工的交叉融合，与艺术博物馆并列成为

清华园科学与艺术的两个殿堂。 

杨振宁先生向科学史系的成立表示祝贺。中

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

学院常务副院长孙小淳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揭牌仪式

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科

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清华大

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先后发言，表达了对

清华科学史系成立的祝贺和未来的展望。

按照学校“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清华大

学科学博物馆将在 2021 年建校 110 周年之际建成

开放。

·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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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由中国工程院和

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长城工程科

技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清华大学主

楼召开。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中

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副部长张育林、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与国防

协调发展司副司长徐建平、清华大

学党委书记陈旭等出席。会议由清

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尤政院

士主持，主题为“发挥军民融合优

势，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在主旨报告环节，中国工程院

潘云鹤院士、清华大学张钹院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一研究所李

德毅院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李伯虎院士、西北

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张炜教授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

司张韵东总经理，共同聚焦人工智能重点方向、

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无人驾驶技术变迁、智慧

第三次“长城工程科技会议”会场

略委员会主席哈拉齐、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

尔、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尹永宽、土耳其前外长

亚夏尔·亚克什、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

塞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全国人大外事

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等出席论坛并演讲。外交学

会会长吴海龙、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外交部部

长助理钱洪山、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原会长熊光楷、

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卢树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

副主任邓卫，副校长杨斌、施一公等出席论坛。

包括 34 位大使在内的 58 个国家的驻华使馆官员，

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

本等 20 多个国家的 45 位智库领导人，及 200 余

名中外国际关系学界的专家学者与会。 

开幕式前，艾力更·依明巴海简短会见了出

席论坛的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澳大利亚前总

理陆克文、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俄罗斯前国家

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及对

外关系战略委员会主席哈拉齐等外国前政要。 

开幕式上，唐家璇代表世界和平论坛组委会，

对出席第六届世界和平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邱

勇主持开幕式，代表论坛主办方清华大学对与会

嘉宾表示欢迎。

大会上，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表示，阿富

汗一直以来都积极支持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演讲中表示，要

创造性地提前思考怎样改善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

安全架构，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机制更

好地发挥黏合剂作用，更有效灵活地防控危机。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中，与会嘉宾围绕会议主

题，就世界安全局势面临的挑战、逆全球化趋势

下的国际安全、区域安全问题与国际合作、国际

安全的不确定性等议题开展大会讨论，并就多个

具体议题展开小组讨论，进行深入交流。

聚焦军民融合、人工智能 “长城工程科技会议”第三次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

制造云技术、无人系统发展等热点问题做了精彩

报告。

在会议讨论环节，与会领导和嘉宾围绕如何

发挥军民融合优势、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等主题，

从政策、智库和技术层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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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在清华大学开幕  四位诺奖得主参加专题论坛

诺贝尔奖得主论坛

7 月 17 日，第九届全球华

人物理学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

堂开幕。清华大学校长邱勇院

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

杨卫院士出席并致辞。清华大

学副校长、量子物质科学协同

创新中心联合主任薛其坤院士

和杜克大学物理系张绵福教授

共同担任会议执行主席。

在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朱棣文教授、 田隆章

教授和中村修二教授分别做大

会邀请报告，全面介绍了各自

当天，中文系教授王中忱还主持召开了文学

创作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座谈会，与会作家、诗

人和专家学者结合自身的创作与研究经历，围绕

中心发展战略和学术方向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成立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  著名作家格非任主任

6 月 20 日，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

研究中心成立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

凝，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副校长王希勤，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莫言，知名作家、诗人和学者

韩少功、刘慈欣、李陀、张清华、西川、

欧阳江河、郝景芳等出席。清华大学

相关院系、部处负责人和人文学院师

生 100 余人参加成立仪式。

邱勇、铁凝、莫言分别在仪式上

致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创

作与研究中心主任格非介绍了中心成

立的背景、宗旨和近期工作。

仪式前，邱勇、邓卫和王希勤与参加成立仪

式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们进行简短会谈，感谢大

家对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的支持。

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

·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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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举行吴仲华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

7 月 26 日，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叶轮

机械三元流动通用理论创始人、中国工程热物理

学会奠基人、中国燃气轮机专业创立者吴仲华先

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

行。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清华大

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姜胜耀教授，原清华

大学副校长、热能系教授倪维斗院士和清华大学

燃气轮机专业的知名校友、燃气轮机行业和兄弟

院校的领导、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吴仲华

先生当年的学生和同事等80余人参加了纪念会。

姜胜耀代表清华大学对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

烈欢迎。华建敏在纪

念会上致辞。曾担任

吴仲华先生助手的倪

维斗院士全面介绍了

吴先生的生平与贡献，

特别是吴先生的办学

思想和教学实践。

原机械工业部副

部长孙昌基，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刘大响院

士，美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

授、清华大学燃烧能

源中心主任罗忠敬教

授，中科院徐建中院 吴仲华先生在清华

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

张绵福教授主持了“前沿研究的不同方法”

的诺贝尔奖得主论坛。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

朱棣文、中村修二、 田隆章，以及引力波领域

专家、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柏瑞·巴里什

教授参加论坛讨论，分享了各自在物理学不同领

域的研究心得和研究方法，并与现场参会者进行

了互动交流。

“全球华人物理学大会”由全球华人物理和

天文学会（OCPA）发起，每 2-3 年举办一次，

主要邀请在物理学前沿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物理

学家、在物理教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育工作

者等参会。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女性物理学家论坛、

物理学教育合作论坛等专题会议，邀请与会学者

们就相关话题进行讨论研究。

士，燃机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吴文权教授和第一

届学位研究生叶大均教授等分别从不同侧面回顾

了吴先生的教书、治学和为人。

热能工程系主任姜培学教授表示，热能系师

生决心沿着前辈的足迹砥砺前行，勇于创新、勇

挑重担，为我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事业乃至

整个能源动力领域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在自由发言阶段，专家学者们深情缅怀吴仲

华先生，并发表了对发展中国两机事业和办好清

华能源学科的意见和建议。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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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所魏少军、刘雷波团队提出软硬件协同设计新方法 提升可重构芯片性能

大型强子对撞机首次实验发现双粲重子
清华工物系高原宁团队做出突出贡献

6 月 24 ～ 28 日，第 44 届国际计算

机体系结构大会（ISCA）在加拿大多伦

多召开。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博士生李兆

石在会上做了题为《不规则应用在可重

构架构上的激进流水技术》的报告。该

研究成果大幅提升了可重构计算芯片的

可编程性。

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长期以来普遍

认为，可重构计算芯片在可编程性上存

在重大缺陷。针对这个难题，微电子所

魏少军、刘雷波团队提出了一种从硬件

架构特征出发，面向特定应用领域设计

编程模型的软硬件协同设计方法。实验

结果表明，该方法获得的加速性能和目前最先进

的高性能服务器 CPU 相当，远优于现有在可重构

计算架构上通过高层次综合来自动生成的结果。

该方法成功解决了不规则应用在可重构计算架构

上高效执行的国际公认难题，大幅提升了可重构

计算芯片的可编程性，为该类芯片在更大范围内

的应用推广扫清了障碍，也为该方向软硬件协同

设计方法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北 京 时 间 7 月 6 日，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中 心

（CERN）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上的底夸克

探测器（LHCb）实验组宣布发现双粲重子 ，欧

洲核子研究中心专门对该研究成果进行了新闻发

布，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高原宁、杨振伟、张黎

明和朱相雷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发现新粒子中做

出重要贡献。 底夸克探测器国际合作组已将研究

论文提交至《物理评论快报》。

底夸克探测器是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

清华微电子所博士生李兆石作报告

根据夸克模型，由 u, d, s, c 夸克可以组成 20 个自旋为 1/2 的
基态重子，图中位于最上层的是三个双粲重子

魏少军、刘雷波团队本次在可重构计算芯片

上取得的重大突破，一方面有赖于该团队在可重

构计算领域长期深入的研究积累，另一方面也与

团队和美国英特尔公司的重大科研合作项目密切

相关。该项目已取得重要进展，今年 4 月发布了

软硬件参考设计平台，下一步将进行 CPU 工程样

片的流片。

·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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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系宁存政课题组在硅基纳米激光器和光放大器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7 月 17 日，清华大学电子

系“千人计划”专家宁存政教

授课题组在《自然》杂志的两

个子刊《自然·光子学》和《自

然·纳米技术》上发表了最新

的实验结果。

助理研究员李永卓等人在

《自然·纳米技术》上发表的

“基于单层二碲化钼和硅纳米

臂腔的室温连续模纳米激光”，

首次报道了室温下连续模运转

的基于二维材料的纳米激光器。

室温运转是绝大部分激光

实际应用的前提，因而新型激

光的室温运转在半导体激光发展史上具有指标性

意义。另外，由于二维材料中极强的库伦相互作

用，电子和空穴总是以激子态出现，因而这种激

光实际上与一种新型的激子极化激元的玻色 - 爱

因斯坦凝聚密切相关，是基础物理领域目前最为

活跃的课题之一。

助理研究员孙皓等人发表在《自然·光子

学》杂志的长文“单晶铒氯硅酸盐纳米线中的超

高光学增益”，首次报道了在单根铒化合物纳米

线波导中实现大于 100 dB/cm 的光学净增益。该

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掺铒材料中光学增益仅为几

个 dB/cm 的限制，为在硅基光电集成芯片上实现

纳米尺度的高增益光放大器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研究结果对微纳结构材料的基础物理特

宁存政课题组实验室

对撞机上的粒子物理实验装置之一，专门进行含

有重夸克粒子的产生和衰变性质研究。底夸克探

测器合作组由来自 16 个国家、72 个单位的 1185

名成员组成，其中中国组由清华大学、华中师范

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研究人员组

成。近年来，中国组在强子性质和电荷宇称对称

性破缺等方面的研究中成绩突出，双粲重子粒子

的发现无疑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组在国际合作中的

地位。

底夸克探测器清华组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置

前沿研究”专项经费和清华大学自主科研经费的

支持。

性研究和器件应用有着重要意义。含铒材料的增

益特性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工作于光通信波段 1.5 

μm 的硅基片上光子集成有源器件奠定了物理基

础；结合含铒材料的量子相干寿命长并且谱线很

窄等特点，使其在量子信息系统应用中极具吸引

力；该材料还可应用在诸如太阳能电池、固体照

明、生物荧光标记等领域。同时，该研究对于具

有相似结晶质量的其他稀土元素的纳米线结构的

研究，也具有参考意义。

以上两项研究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硅基光电

子集成和未来计算机芯片，二维材料或是纳米线

结构不会由于应力或晶格失配引起任何损伤或性

能降低，为未来硅基光电集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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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条工业规模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在包头市建成

颜宁研究组在《细胞》发文
报道电鳗激活态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Nav1.4 与 β1 复合物三维结构

7 月 17 日，采用清华大学核研院技

术、在内蒙古包头市建设的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配套项目、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

件生产线第 20 万个球形燃料元件成功下

线，标志着全球首条工业规模高温气冷

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建成达产。

当天，“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配套项

目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生产推

进会”在内蒙古包头市中核北方核燃料

元件有限公司召开。中核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王寿君，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

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

书记张院忠出席并讲话。国务院派驻中

核集团监事会主席穆占英，王寿君、陈旭、张院忠，

中国核建集团总经理、党组副书记顾军，国家能

源局核电司副司长秦志军，国家核安全局核三司

副司长康玉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刘仓理，

中国华能集团核电事业部主任王永福等共同摁下

7 月 20 日，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颜宁

研究组在《细胞》期刊在线发表题为《来

自电鳗的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Nav1.4-β1

复合物结构》的研究论文，首次报道了带

有辅助性亚基的真核生物电压门控钠离

子通道复合物可能处于激活态的冷冻电

镜结构。颜宁教授为本文的通讯作者。结

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卓越学者闫浈

（医学院博士后）、医学院副研究员周强、

生命学院博士生王琳、生命学院博士毕业

生吴建平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在研究中，颜宁研究组首次报道了

真核钠通道复合物 Nav1.4-β1 的冷冻电

镜结构，整体分辨率达到 4.0 埃米，中心区域分

第 20 万个球形燃料元件成功下线

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 Nav1.4-β1 复合物结构示意图

启动球，见证第 20 万个球形燃料元件下线。

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生产线是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核心配套项

目，由清华大学核研院负责技术研发，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

辨率在 3.5 埃米左右，大部分区域氨基酸侧链清

晰可见。该蛋白来自于电鳗，它具有一个特化的

·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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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清华医学院布莱恩·克比尔卡研究组揭示
beta2 肾上腺素受体胞内别构拮抗剂的工作机理

 8 月 17 日，清华大学医学院、结构生物

学高精尖创新中心教授、千人计划入选者、

2012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克比尔卡

研究组在《自然》期刊在线发表题为《利用

X 射线晶体结构揭示 beta2 肾上腺素受体胞

内别构拮抗剂的工作机理》的文章，首次报

道了 beta2 肾上腺素受体同时结合正构拮抗

剂卡拉洛尔与胞内别构拮抗剂 Cmpd-15 的复

合物结构，该成果对 G 蛋白偶联受体别构调

节物的研发具有指导意义。布莱恩·克比尔

卡教授与罗伯特·莱夫科维茨教授为本文共

同通讯作者。医学院助理研究员刘翔宇博士

与杜克大学佐恩科尔·安（Seungkirl Ahn）

博士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者。 

在这项工作中，布莱恩·克比尔卡研究

组利用一个 beta2 肾上腺素受体和 T4 溶菌酶

的融合蛋白（β2AR-T4L）进行晶体学研究。

晶体数据清楚地揭示了Cmpd-15的结合方式，

羧酸聚乙二醇基团在晶体中处于柔性不可见

的状态。Cmpd-15 结合在跨膜螺旋 1、2、6、

7 的胞内端与胞内环 1 以及螺旋 8 形成的底

物口袋。结构分析、分子动态模拟以及生化

实验结果表明，Cmpd-15 通过两种方式形成

功能：一是通过稳定跨膜螺旋 6，将 beta2 肾上

腺素受体稳定在非激活状态，从而影响正构底物

的亲和力；二是直接与下游信号蛋白如 G 蛋白或

beta2 肾上腺素受体和 Cmpd-15PA 结合的细节

者抑制蛋白 （arrestin）竞争，干扰下游信号传导。

本工作对针对其他 G 蛋白偶联受体的别构药物研

发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肌肉组织称为电板，在受到刺激或捕猎时能够放

出很强的电流；电流产生的基础即为钠通道的瞬

时激活。因而该器官富集钠通道，其序列与人

源九个亚型中的 Nav1.4 最为接近，因此命名为

EeNav1.4。值得一提的是，电鳗中的钠通道正是

历史上首个被纯化并被克隆的钠通道，已经具有

半个世纪的研究历史，是钠通道功能和机理研究

的重要模型，因此该蛋白一直以来也是结构生物

学的研究热点。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成员利用特异性的抗体

从电鳗的电板组织中提纯出 Nav1.4-β1 复合物，

通过对纯化条件和制样条件的不断摸索和优化，

获得了性质稳定且均一的蛋白样品，并进一步制

备出优质的冷冻电镜样品，最终利用冷冻电镜技

术解析出其高分辨三维结构。与此前解析的钠通

道NavPaS相比，该结构展示了三大新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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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避雷器、时频

电磁暂态分析理论

与方法，以及高性

能压敏电阻等方面

做出了多项创新成

果，并在电力系统

得到广泛应用。何

金良教授 2004 年获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007 年当选为美国

电气电子工程师协

会会士（IEEE Fellow），2009 年被评为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获奖 AWARD

何金良教授获 2018 年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赫尔曼·霍尔珀林电力传输和配电奖

6 月 26 日，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董事会会议确定了 31 个技术领域的 2018 年获奖

者名单及获奖成就。清华大学电机系何金良教授

获得了 2018 年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赫尔曼

·霍尔珀林电力传输和配电奖。

该奖项是为表彰何金良在输电线路雷电防护

领域的杰出贡献，包括促进接地系统雷电冲击特

性和输电线路雷电绕击分析方法的进步以及在线

路避雷器的创新。何金良教授是该奖项设立 58

年来的第一位中国学者。    

何金良教授于 1994 年 3 月在清华大学电机

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电机系高电压与绝缘技术研

究所所长，长期以来在电力系统雷电防护技术、

何金良近照

清华大学运营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蝉联世界超算冠军

北京时间 6 月 19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

的国际超级计算机大会（ISC 2017）发布超级计

算机 500 强最新榜单，基于国产众核处理器的“神

威·太湖之光” 超级计算机以每秒 12.5 亿亿次的

峰值计算能力以及每秒 9.3 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

力，继 2016 年之后再次斩获世界超级计算机排

名榜单 500 强第一名。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系统，经过

清华大学和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一年多的积极

运营，已开展了众多应用课题。应用领域涉及天

气气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等 19 个方面，支持国家重大科技应用、先进制造

等领域多项解算任务，一年来共计完成 200 多万

项作业任务，平均每天完成近 7000 项作业任务。

此外，基于“神威·太湖之光”成果转化，

搭载国产众核处理器的小型化工作站“神威小型

机”也研制成功。与“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

颁奖现场

算机的强大计算能力相比，“神威小型机”在处

理器、内存、硬盘等架构的配置上更加灵活，可

以根据用户应用的需求定制。“神威小型机”的

发布，标志着搭载国产众核处理器的超算平台成

功实现了小型化与定制化，将为用户提供更加完

备的解决方案。随着我国高性能计算研究的不断

发展，国产芯片将会在国民生产的更多领域发挥

更加重要的计算支撑作用。

·   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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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班本科生刘壮荣获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最佳论文奖

清华学生连续三届获得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特等奖

7 月 21 日至 26 日，2017 年国际计算机视觉

与模式识别大会于 7 月 21 日至 26 日在美国夏威

夷火奴鲁鲁岛召开，清华大学姚班计科 30 班刘

壮同学以共同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大会论文《密

集连接的卷积神经网络》获得了会议最佳论文奖。 

论文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卷积神

经网络架构“密集链接卷积网络”，显著地提升

了模型在图片识别任务上的准确率。在刘壮与合

作者的研究中，卷积神经网络中的短路连接被发

挥到极致，使得网络中每两层都相连，这样得到

的网络模型称为密集连接的卷积网络。密集连接

卷积网络的优点包括缓解了训练神经网络中著名

的梯度消失现象，加强了特征的前向传播和重利

用，以及大大提高了参数利用效率。在一系列图

片分类数据集上，密集连接卷积网络在参数使用

较少的情况下，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提升。

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大会是计算机视

8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华北电力大学举行

的第十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

竞赛”全国总决赛上，清华大学学生表现优异，

共获得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6 项，清华大学学生已连续三年获得该赛

事特等奖。同时，清华大学还获得了“优秀组织

奖”。

清华学生作品“热湿和污染物耦合控制的双

级转轮空调系统”获得特等奖；“汽车余热驱动

的喷射制冷空调系统”获得一等奖；“微藻低温

碱热制氢研究”获得二等奖；“新型全要素回收

概念厕所”等 6 件作品获得三等奖。

全国总决赛共包括答辩评审与现场展示评审

两个环节。在答辩评审中，清华学生展示了作品

与设计理念，并在提问环节与评委老师展开讨论。

经过三天的答辩与展示，清华学生作品得到了评

刘壮同学获最佳论文奖

清华大学获奖学生代表合影

觉与模式识别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2017 年共收

到 2680 篇投稿，接收了 783 篇，并最终评选出

包括该论文在内的两篇最佳论文。刘壮同学 2013

年以安徽省理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

学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姚班）学习，于 2017 年 8

月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计算机博士。

委和兄弟院校师生及参展观众的一致好评。

本次大赛清华大学团队的作品征集、筹备、

完善及参赛环节均由热能系学生科协组织和承

办。经过 2016 年 5 月校内预选赛公开评审，共

推荐 15 支队伍参加全国比赛，最终 3 支队伍晋

级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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