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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科研成果荣获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环境学院召开 2016 年度党政干部述职测评会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3. 环境学院召开 2016 年度工作交流会及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4. 大气所研究团队首次建立中国汞流向并揭示汞排放全球驱动力 

5. 周集中教授获聘生态学顶级期刊 ISME Journal 资深编辑 

6. 清华大学获准成为第一批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 

7.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牵头申请的“资源高效利用与有害物质控制技术转移北京

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获批 

8.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废处理利用委员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换届会议暨技术交流会

在环境学院召开 

 

一、综合信息 

【环境学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科研成果荣获 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月 9 日上午，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清华大学 22 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环境学院李金惠、温宗

国、金宜英、吴静、聂永丰、张天柱等人主要完成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

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项目立足于当前国际绿

色转型时期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战略，以城市物质代谢为理论，以物质流调

控和量大面广的典型物质循环的共性和关键技术为手段，形成了“系统集成

规划、智能分类回收、废物清洁再生、管理政策支撑”等为特征的城市循环

经济共性技术发展模式。开发出区域物质代谢归一化核算及调控分析方法和再生资源分类与编码标

准和单层综合决策模型算法，研发出典型“城市矿产”资源的机械物理多级拆解破碎技术及成套装

备，高含水有机废物湿热水解及多组分资源化新技术及成套装备，难处理残余物协同处置利用制备

建材关键技术。项目核心成果已应用于国际、国家和 8 个城市循环经济推动工作，是 41 项国家重

大政策和标准的核心科技支撑。近 3 年，新增销售额 24.85 亿，新增利润 2.79 亿，环境、社会效益

显著。环境学院为项目第一完成单位，其它主要完成单位包括：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中胶资源再



信息简报         2017年第 1 期 (总第 99 期) 

 
2017/01/01~02/28 |  2 / 10 

 

 

 

生（苏州）有限公司，江苏仕德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环境学院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环境分区-排放总量-环境质量综合管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也获得 2016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截至 2016 年，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累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23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2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8 项。（通讯员 高晓娟，孙笑非） 

 

【环境学院召开 2016年度党政干部述职测评会及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 

1 月 12 日下午，环境学院 2016 年度党政干部考核述职及民主测评会在中意环境节能楼 209 会

议室召开。院长贺克斌等院领导班子成员分别述职，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曹海翔出席会议并

组织了民主测评。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刘毅主持，60 余名教师出席会议。 

贺克斌代表行政班子汇报了过去一年我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刘

毅代表党委班子就思想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及推动

人事制度改革、院地合作等工作做了汇报。副院长吴烨、刘书明、岳东北，副书记张旭、席劲瑛分

别就分管工作进行了汇报。 

2016 年，学院党政班子密切配合，在各方面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学院以队伍建设为核心

推动学科建设，人事制度改革平稳推进，杰出师资队伍持续壮大，在 QS 世界大学环境科学排名中

位居第 20 位；组织编制了“十三五”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方案并获学校批准。“国际化”人才

培养迅速推进，环境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两个本科专业成为我校首批通过 ABET 认证的专业，

与密歇根大学、法国路桥学校分别签署本硕贯通及双硕士学位项目，与海外名校达成多个博士生联

合培养项目。在科研方面，SCI 论文总数及高影响因子论文数快速增长，获得 2 项国家科技奖和 8

项省部级奖励，主办的 SCI 期刊影响因子不断提高。院地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先后建成清华-昆明滇

池高原湖泊联合研究中心、清华-盐城烟气多污染物控制技术与装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清华-苏州环

境创新研究院。此外，学院在学生工作、就业引导、文体科创、海内外校友联络、离退休工作等方

面也取得了突出成绩。贺克斌在感谢和肯定全院师生辛勤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学院整体水

平与世界一流学科相比尚存差距，现有队伍的规模和结构与完成国际前沿和国家重大任务的需求相

比尚有不足。在新的一年中，学院党政班子将更加扎实工作、求实创新，争取在各方面取得更大进

展。 

1 月 17 日晚，环境学院领导班子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要求，召开民主生活会。会议由院党委书记刘毅主持，院领导班子全体出席，院长助理列

席会议。 

刘毅代表班子重点对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分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

党性分析和下一步努力方向三部分做对照检查，同时介绍班子民主测评总体情况。班子成员和助理

进行了认真讨论，以推进学院中心工作和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目标，进一步梳理问题和不足，提出

下一步的整改措施，完善了班子对照检查材料。院长贺克斌、党委书记刘毅带头发言，班子其他成

员也逐一发言，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分管工作和个人民主测评情况，指出自己工作中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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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不足，提出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同时以诚相待，发表了对其他同志的意见和建议。

（文/高晓娟、李英） 

 

【环境学院召开 2016年度工作交流会及年终总结表彰大会】 

1 月 16 日上午，环境学院 2016 年工作交流会在环境节能楼东

一厅举行。会议安排人事制度改革以来进入教研系列准聘岗位的青

年教师汇报了各自的研究工作。钱易院士、贺克斌院士等 50 余名

教师参加会议，院党委书记刘毅主持会议。 

陆韻、席劲瑛、刘欢等 10 名教师分别介绍了各自在过去一年

的科研进展与主要成果。与会教师就报告内容提出了问题和建议，

与报告人进行了深入交流。贺克斌在总结发言中表示，青年教师是学院的未来，希望各团队帮助青

年教师铺设好成长路径，进一步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带动作用，为学院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他向准

聘岗位的青年教师提出了三个建议：一是加强个人研究的主线意识，聚焦科学和技术问题，重点突

破；二是增强协同意识，打破固有的限制，在不同方向间加强联系；三是提高成果意识，在做长线

研究的同时，将阶段性成果总结好，以顺利通过准聘期考核。 

下午，环境学院 2016 年终总结暨表彰大会在环境节能楼东一厅举行，100 余名在职及离退休教

师参加活动。院长贺克斌代表院务会作工作汇报，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

合作交流、学生校友等多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大会表彰了 2016 年在教学、科研、学生工作、行政、离退休

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和集体。蒋靖坤、张潇源等 12 名教师获

学院先进工作者表彰，全球环境国际班工作组获学院先进集体表

彰。副院长吴烨宣读了表彰决定，院党委副书记席劲瑛为获奖教

师颁发了证书。院党委副书记张旭和院工会主席马永亮代表学院，

共同为今年迎来 80 寿辰、70 寿辰的离退休老师送上了寿礼。副院

长岳东北、刘书明向本命年教工送上了祝福。院党委书记刘毅介绍了今年新入职的 4 位老师。会上，

师生们还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总结大会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落下帷幕。（文图/高晓娟） 

 

二、科学研究 

【环境学院大气所研究团队首次建立中国汞流向并揭示汞排放全球驱动力】 

1 月 3 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硕士生惠霂霖（2016 年 7 月毕业）、博士后研究员吴清茹作为共

同第一作者，环境学院王书肖教授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梁赛博士作为共同通讯作者，在《环境科学与

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发表了题为《中国汞流向及全球驱动力》（Mercury flows 

in China and global drivers）的研究论文（Research article），首次建立了我国汞流向并揭示了我国汞

排放的全球驱动力。 

全球汞污染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 年 8 月 31 日，我国政府正式向联合国交

存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的批准文书，成为第三十个批约国。按照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在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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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来源和贸易、添汞产品、使用汞或汞化合物的生产工艺、大气汞的排放、水体和土地汞释放、

以及汞废物处理处置等多个领域开展污染控制。然而，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大气汞

排放，对公约其他条款涉及的汞供应与使用、水体和土地汞释放等缺乏研究。此外，已有研究往往

对不同源进行孤立分析，而忽略了源之间由于废物和副产品流动和使用导致的排放和释放，同时缺

乏对水体和土地汞释放的全球驱动力研究。 

本研究采用物质流分析的方法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进行综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主要指

大陆地区）2010 年汞输入量达到 2643 吨。其中，原生汞矿开采的汞输入量为 926 吨；由于使用燃

煤、有色金属精矿等原料输入的汞量为 1714 吨；其余来自生物质燃烧。输入的汞主要排放到大气 

(633 吨)、释放到水体 (84 吨)、释放到土地 (651 吨)、暂存在固体废物和产品 (795 吨)、固化稳

定化 (420 吨)、随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 (129 吨)。不同生产活动间的废物和副产品的流动和使用能

够减少汞向土地的释放量，但是由此带来 102 吨大气汞的二次排放。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未来汞污

染控制应从物质流的角度建立综合控制策略，从而减少汞的跨介质和跨部门污染，而不仅仅是针对

单一环境介质或某一行业开展减排控制。此外，

研究发现中国 67%的汞排放/释放主要受大陆消

费的驱动，剩余排放主要受美国、香港、日本

等其他区域消费的驱动（如图）。其中，美国是

中国汞排放/释放的最大外部驱动力。这些研究

成果将为中国汞污染控制和履行汞公约提供基

础数据支撑，也将为汞公约的进一步完善和未

来缔约国的责任分配提供重要科学依据。（文图

/吴清茹） 

 

【周集中教授获聘生态学顶级期刊 ISME Journal资深编辑】 

2 月 1 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千人计划”教授周集中获聘《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ISME 

Journal）的资深编辑（Senior Editor），任职年限 2017 年至 2020 年。ISME Journal 是国际微生物生

态学会（ISME）的旗舰期刊，由《自然》出版集团出版。内容涵盖微生物生态的多个领域，包括细

菌、古细菌、真核微生物和病毒等。该期刊在“生态学”类别的 141 个期刊中排名第 4，2015 年影

响因子为 9.328。 

周集中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环境微生物学家，多年来致力于研发面向环境科学和工程的宏基因组

学技术，在解析微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机制上有许多重要成果，也在环境微生物网络构建、微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方向引领了国际学科发展。2001 年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2009 年获

国际工业界科技最高奖 R & D 100，2010 年作为第三批“千人计划”入选人引进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2014 年度获美国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Ernest Orlando Lawrence）奖。现任美国微生物学会

旗舰杂志《mBio》资深编辑。（文/杨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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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获准成为第一批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 

近日，环境保护部决定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 46 个单位设立第一批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

其中实训基地 20 个，现场教学点 6 个，培训院校 20 个。清华大学获准成为首批培训院校之一，主

要负责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管理及辐射环境监测、辐射安全与防护两个业务领域的培训，负责人

分别为环境学院李金惠教授和工程物理系张辉教授。 

国家环境保护培训基地是开展环保干部人才培训的重要场所和基础条件。获准成为培训基地有

利于我校利用此平台广泛开展相关的环境保护培训工作，将加强我院对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支持力

度。（文/赵娜娜）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牵头申请的“资源高效利用与有害物质控制技术转移北京市国际科技合

作基地”获批】 

2 月 6 日，由设在环境学院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协调中心（以下简称“亚

太中心”）牵头申请的“资源高效利用与有害物质控制技术转移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获北京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 

“资源高效利用与有害物质控制技术转移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将建设成为集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科技产业等为一体的技术转移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基地的建立将为环境学院

开拓国际科技合作渠道、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履行技术转让等活动搭建良好的平台。（文/赵娜娜）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换届会议暨技术交流会在环

境学院召开】 

2 月 25 日，由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和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及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国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委员会第四届常务委员会换届会议暨技术交流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召开。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领导及来自全国各地百余家固体废物处理企业的 15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与协会副秘书长滕建礼致开幕辞。 

协会主任王玉红主持了第四届常务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经委员会委员无记名投票选举出第

四届常务委员会常委 31 名，其中包括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12 名和秘书长 1 名。委员会秘书

处挂靠在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传军当选主任委员，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亚太中心执行主任李金惠担任秘书长。环境学院退休教师白庆中教授任名誉主

任。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技术交流会”。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岳东北副教授

和赵明副教授等就生活垃圾和生物质废物等议题做了精彩的报告。（文/赵娜娜） 

 

【环境学院主导编制的苏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范通过专家评审】 

为进一步推动苏州市农村污水的治理工作，规范农村污水治理的行政管理、技术管理以及运行

维护管理工作，苏州市委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联合国内优势单位编制了苏州市农村污水治理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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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范》、《技术规范》和《运行规范》。基于对苏州市现有农村污

水治理工作的梳理和总结，借鉴国内外农村污水治理的经验和教

训，三个规范编制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开展了资料梳理、现场调查、

规范大纲专家评审、一线专业人员座谈、专家咨询等工作，最终

完成了三个规范的编制。 

2016 年 12 月 20 日，苏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组织召开了苏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规范》、《技术规范》和《运行规范》评审会，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等编制单位进行了成果汇报，来自住建部村镇司、江苏省住建厅村镇处、河海大学、

上海市市政工程研究总院、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特邀专家以及来自张家港、常熟市、太仓市、

昆山市、吴江区、吴中区、相城区高新区等单位的一线管理代表参加了会议。 

通过专家评审后，苏州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个规范已于 2017 年 1 月报送苏州市委市政府批

转各地执行。三个规范的编制和执行将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借鉴和引导。（文/

贾海峰、李广贺) 

 

【环境学院主办“城市水生态安全研讨会——苏州旺山 2017”】 

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发起和主办的“城市水生态安全研讨会

——苏州旺山 2017”于 2 月 13 日-14 日在苏州旺山召开。来自

清华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水利

科学研究院、上海海洋大学、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苏州市

环境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 80 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以促进城市水环境品质持续提升、加强区域水生态安全保障为目标，围绕城市水生态安全

的内涵和评价指标体系、污水厂和管网等水设施功能提升与全系统调控、水源地环境安全保障、河

道水环境品质提升与水生态健康维系等开展了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研讨会由清华大学贾海峰特别

研究员主持，清华大学胡洪营教授针对城市水生态安全的基本理念和内涵进行了引导性发言，清华

大学王洪涛教授、同济大学戴晓虎教授、苏州科技大学黄勇教授等对城市水生态安全保障中涉及的

理论和技术问题、面临的挑战等发表了重要见解。会议系统分析了城市水生态安全保障面临的课题，

提出了需要重点开展的研究方向，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感官愉悦、水质安全、生态健康”是城市

水生态安全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涵。 

随着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我国城市水环境治理将从水污染控制和黑臭河道治理，向水环境质

量提升和水生态安全保障发展。这种需求在苏州等经济社会发达、环境保护要求高的城市更加迫切。

作为城市水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该研讨会将定期举行，以交流国内外城市水生态安全的

最新理念和最新研究成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文/贾海峰） 

 

【李金惠教授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化学品和废物国际平台主席培训】 

2 月 1-3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联合秘书处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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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组织召开了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水俣公约和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

五个国际平台的主席培训会议。来自 3 个区域中心、20 余个国家的代表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相关

官员参加了会议。受秘书处邀请，环境学院教授、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以下简称“亚太中心”）

执行主任李金惠参加培训。 

培训会议安排了相关各类国际会议主席从会议类型、主席角色、主持谈判技巧和方式等方面进

行了经验分享，涉及缔约方会议、各类工作组会议、主席之友等。同时，会议邀请了社会学专家讲

授如何提高交流能力。此外，会议还组织了水俣公约、巴塞尔公约遵约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公约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审查委员会三个主题的模拟谈判。此次培训旨在提高参会人员主持联合国各类会议

的能力，参加培训对于提高亚太中心能力以及支持环境学院全球环境国际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

李金惠） 

 

【王灿教授主持召开“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水资源影响”UNiLAB第一次会议】 

2 月 27 日，应 Applied Energy 期刊主编严晋躍教授邀请，清

华大学环境学院王灿教授建立了以“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水资源影

响”为主题的 UNiLAB，并在蒙民伟科技大楼举行第一次主题研讨

会。研讨会由王灿教授主持，严晋躍教授、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

系副教授蔡闻佳、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助理教授何钢，耶鲁大学

博士后研究员 David Font Vivanco、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钟

丽锦、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助理教授董欣、同济大学助理教授张超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是“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水资源影响”主题会议的启动会。严晋躍教授首先介绍了

UNiLAB 的相关背景，UNiLAB 是旨在为某一领域内的研究人员提供交流与合作的虚拟平台。随后，

与会人员分别介绍了各自机构在“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水资源影响”领域的研究近况和未来研究计

划，并讨论了 UNiLAB 未来的活动计划，共同致力于创新国际合作模式、打造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

平台。（文图/李讴邑） 

  

【环境学院公共研究平台召开 2016 年工作总结会】 

1 月 3 日上午，环境学院公共研究平台召开 2016 年工作总结会。环境学院副院长刘书明，平台

合作运营单位中持公司副总经理宋晓倩等 20 人出席总结会。刘书明和贾晓倩在发言中阐述了公共

平台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加强人员培训、保持人员稳定、细化服务对象和提升服务质量的要求。

公共平台主任邱勇总结汇报了 2016 年的工作成果，表彰了先进工作者。中持公司李文超汇报了平

台设备、人员、环境设施和科研服务的运营数据。环境学院王志强汇报了质检中心质量体系、业务

发展情况。（文/邱勇） 

 

【学术活动】 

 清华环境论坛 93期：未来清洁能源系统－3D 展望 

2月 27日上午，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国际能源期刊Applied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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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Jinyue Yan（严晋躍）做客清华环境论坛第 93 期，作了题为

《未来清洁能源系统－3D 展望》（Future Clean Energy Systems – 

3D Views）的学术报告。本次论坛由环境系统分析教研所王灿教授

主持，5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严教授介绍了他对于未来清洁能源系统的展望。他介绍，目前

能源系统处于转型期，其边界已经远远超出了能源本身，因此在对

于能源系统进行研究时，更应该注意多元化影响的趋势。严教授重点介绍了他对于未来清洁能源系

统在空间、时间和人类这三个维度上的展望视角，特别介绍了在当前能源技术的发展下，需求侧的

人类行为也会对能源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些新的趋势之下，我们需要更精细化的模型和方法

去研究未来清洁能源系统。讲座结束后，严教授与到场的师生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文/刘天

石） 

 环境学术沙龙第 327 期：权衡电力行业低碳化带来的空气质量与节水效益 

1 月 6 日上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彭暐博士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327 期，

作了题为《权衡电力行业低碳化带来的空气质量与节水效益》（Competing Air Quality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enefits from Power Sector Decarbonization）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大气污染与控制

教研所鲁玺副教授主持，2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彭暐博士从电力行业低碳化、输电系统重要性及其设计权衡等角度讲解了如何通过电力行业低

碳化实现空气质量与水资源管理的协同效益，对比了中国空气污染水平与水资源短缺程度这两个环

境问题的地理格局差异。彭暐博士针对未来中国电力系统低碳化情景，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

如何设计输电系统以提高低碳电力带来的空气质量与节水效益；二是比较不同输电系统设计方式，

权衡所带来的空气质量与节水效益。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彭暐博士以区域电网为研究单元，以年为

时间基准，基于 2030 年区域电力需求和发电情景，研究最优化输电系统设计，使电力系统发电和

输电成本、环境成本（空气质量和用水成本）等社会总成本最小化。结论认为，实现低碳电力系统

的空气质量与节水协同效益取决于输电系统的优化设计，影响因素包括环境压力和低碳资源地理分

布情况，以及空气质量和节水目标的理想水平。最后，彭暐博士还介绍了其未来研究将由现在的固

定低碳程度向不同低碳程度、逐年向逐季/周/月、静态向动态模型以及被动型向主动型输电规划深

入。（文/许世龙） 

 环境学术沙龙第 328 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中国是否已准备好？ 

1 月 6 日下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与环境工程系教授、欧洲科学和艺术学院院士 Slav W. 

Hermanowicz 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328 期，作了题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中国是否已准备好？》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 Is China Ready?）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环境生物学教研所陆韻

副教授主持，3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Slav Hermanowicz 教授指出，由于人口增长、工业发展和水污染问题，中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

短缺。目前中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的 1/4，并且从 1950 年至今人均水资源下降超过 50%，但水资

源年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到 2030 年将出现 2010 亿 m
3 的赤字。Hermanowicz 教授认为，这些问题

无法通过单一策略解决，中国要实现可持续水资源管理，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和多目标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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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策略。随后，Hermanowicz 教授重点探讨了中国的可持续水资源管理之路。他认为，近年来中

国在国家、地方、工业园区等各个层面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尽管未来中国在

市场、技术、财政和规章制度方面仍面临挑战，相信中国或许已经为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做好了准备。

（文/刘博，黄南） 

 

三、合作交流 

【环境学院教师出访日本参加“第二届清华-鹿儿岛环境论坛”】 

1 月 19 日至 22 日，环境学院教师胡洪营、李广贺、王洪涛、曾思育、吴静、金宜英和邱勇等

一行七人应邀访问日本鹿儿岛县，并参加“第二届清华-鹿儿岛环境论坛”。 

鹿儿岛副知事布袋嘉之在县厅接待了环境学院教师一行。胡洪营教授接受了日本 NHK 和 MBC

电视台采访，表达了对鹿儿岛“山青、水秀、气爽、街净、人亲”优美环境的赞赏，提出了在生态

保护、环境管理和公众教育方面加强合作的愿望和期待。 

鹿儿岛大学校长前田芳实、副校长住吉文夫接待了环境学院一行，介绍了鹿儿岛大学的历史和

特色，并陪同环境学院教师一行参观了校园建筑、农学部、分析实验室等。两校共同举办了“第二

届清华-鹿儿岛环境论坛”，王洪涛教授主持论坛。双方通过学术报告和提问讨论，交流了污水处理

和监测、污水污泥资源化、近海赤潮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环境学院教师一行还参观了日本最大

的覆盖型垃圾填埋场 eco-Park、鹿儿岛市南部污水处理厂、污泥好氧堆肥厂等环境治理设施。 

此次出访是在《清华大学-鹿儿岛框架友好交流合作协议》下开展的活动之一，该协议签订于

2013 年 8 月，是清华大学和外国地方政府签署的第一个合作协议。基于此协议，清华大学与鹿儿岛

县已经开展了学术交流、各类互访、艺术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活动。2015 年底，鹿儿岛县环境林业

部官员及鹿儿岛大学环境领域教授访问清华大学，并与与清华大学二十多名教师和学生一起参加了

“第一届清华-鹿儿岛环境论坛”。（文/邱勇） 

 

通讯链接 

【北京市政院总工、84届校友李艺获住建部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授予 69 名人员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称号。我院 84 届校友、北

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李艺入选其中。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水业第

二位在职的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阅读全文 

 

【环境学院博士生王超然分享访学体会：在萨里大学感受中英研究人员的差异】 

“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自 2010 年起设立，为超过 500 名博士生赴国外一流大

学和专业、师从一流导师开展研究工作提供3-6个月的经费资助。环境学院博士生王超然同学于2016

年 8 月获得该基金的资助，赴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社会学系访问交流。王超然同

学从学习科研、校园氛围、文化生活三方面分享了他为期 4 个月的访学收获与体会。阅读全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jIxMzY0MQ%3D%3D&idx=2&mid=2650377452&sn=bee4f33aacc0bec703bf97fa3160a0d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cwNTQxMA==&mid=2650827456&idx=1&sn=313fdf9e9816ed6f5f7cba215aaa0ef3&chksm=8b7943adbc0ecabbbf2036ff6610ece6e59c9b59dfbea8895f139e7b77ebb52a2350d8bdbca8&mpshare=1&scene=1&srcid=0130LITJ07MO0gaI8Jbfo6iH&pass_ticket=e1lRL6ldoyAcFFJ%2FEjY3BHovvO9vvVizEqtdaRW%2BJ9Y%2FHhf726YB0MPKAIEqsev4#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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