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酩趱砝睮 

 
1. 校党委书记胡和平一行调研环境学院 

2. 环境学院召开 2012 年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3. 郝吉明院士当选第五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 

4. 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等论文入选“2011 年百篇最具影响的国际学术论文” 

5. 清华与厦大共同主办第六届全国环境学科建设研讨会 

6. 我院参与《“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7. 2012 年饮用水和污水紫外线消毒技术国际研讨会在环境学院召开 

8. 第二届环境微生物利用与安全控制研讨会在深研院召开 

9. 环境学院荣获校就业引导单项奖 刘艳臣荣获就业先进个人称号 

10. 环境学院师生召开报告会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 

11. 环境学院研究生陈熹荣获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 

 
吧キ晛礼翟忉 

ス鬏拐休毖竜楩鹿莼吧甼筬婈刧挺憎踡ズ 

12 月 19 日下午，校党委书记胡和平、副校长邱勇一行到访环

境学院，与师生代表就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人事制度改革、学科

建设、青年教师成长等问题进行了调研和座谈。 

调研座谈会上，学院院长余刚围绕“创建世界一流环境学科”

主题作了工作进展汇报，院党委书记杜鹏飞就学院的人事制度改革

及聘任实施方案做了汇报。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学院教授钱易，原系主任、环境学院教授井文涌，副院长刘文君，环境

工程系主任王洪涛，青年教师张彭义，邱勇等就环境学科发展、博士生招生和培养、青年教师成长

等问题做了发言。 

胡和平书记在听取汇报和发言后，肯定了环境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并指出，党的十八

大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环境学院师生要抓住这一契机，把十八大

精神贯彻落实在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上，贯彻落实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心工作上，贯彻落实在

深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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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院务会成员、学科带头人、系主任、教研所所长、教工党支部书记、师生代表和学校

人事处、教务处、研究生院、科研院、政研室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调研座谈会。（文/周襄楠，图/

御智斐） 

"

ス刧挺憎踡勒揸 4234 菁镥逤白篮滋婈竒成ズ 

12 月 15 日～16 日，环境学院召开 2012 年改革与发展研讨会，

全院 80 余名教职工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为人事制度改革。 

会上，院长余刚作专题报告，传达了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指

导思想和总体框架，分析了环境学院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与

挑战，阐明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介绍了学院目

前已开展的相关工作及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初步方案。随后，与会

教师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针对如何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改革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 

会议最后，余刚总结指出，本次研讨会结束了，但讨论还将继续，希望大家继续为学院发展建

言献策。学院领导班子将认真总结会议成果，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完善工作思路，安排布置下一阶

段的工作。（文/刘莉，图/王志强） 

"

ス蒆莉颃踡伟哌茊彜病琢蚌撒刧挺白篮滋撒跲礼喘休零成休零ズ 

    12 月 12～14 日，主题为“区域平衡与绿色发展”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

合会”）2012 年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合会主席李克强出席开

幕式并发表讲话。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何建坤，

公管学院教授胡鞍钢当选为第五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由清华牵头完成的专题政

策研究“区域大气污染综合控制研究”在会上作了汇报，听取与会专家意见建议。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是中外环境与发展领域高层人士和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

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文/刘欢） 

"

ス刧挺憎踡皈氍絚蛊疒徛竮鹫灌茊Ⅶ4233 菁垼悊糁跪啐满埄撒跲憎酾竮鹫Ⅷズ"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下简称“中信所”）12 月上旬发布的数据，综合论文的创新

性、发表论文的期刊水平、是否处于研究前沿、论文的合作强度、论文的文献类型、论文的参考文

献类型、论文的国际知名度等指标，兼顾学科分布，中信所从表现不俗的 SCI 论文中，评选出 2011

年百篇最具影响的国际学术论文。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贺克斌教授等人发表在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上题为 Primary Anthropogenic Aerosol Eission Trends for China, 

1990-2005 的论文入围，同时入围的还有我校化学系、物理系及生命学院的其它 7 篇文章。（据清华

大学信息门户） 

 

ス瀘倔白宽戊轨栗宝健彜硅琢广撒刧挺憎崣掬竳婈竒成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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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23 日，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和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环境

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厦门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副校长金能明出席研讨会并致欢迎词。

我校环境学院院长余刚和厦大环境与生态学院院长李庆顺共同主持研讨会。来自全国 16 所重点大

学的环境学院（系）负责人 30 余人参会。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环境学科和生态文明建设”。会上，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秘书

长杨小玲作报告介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与会代表研讨认为，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不但为环境学科提供了良好

的发展机遇，也对环境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在继续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同时，应加大生

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研究，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更大贡献。（文/谭画新） 

"

ス刧挺憎踡墚唭勒揸桡琳成闥灌憎彼拐埄炬规戊戶屴"ズ 

  12 月 13 日下午，环境学院在院馆东一厅召开报告会，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精神。会议邀请到

学校十八大精神宣传团成员、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潜涛作题为《十八

大报告理论亮点解读》的主题报告。院长余刚、党委书记杜鹏飞分别主持会议，学院 200 余名党员

师生听取报告。 

  吴潜涛从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谈起，讲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字之

差背后的丰富内涵，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详细介绍了十八大报告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他还梳理

了“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发展过程，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背景，以及如何理解“生

态文明”、“社会公平”等概念。最后，他总结了十八大报告中的六大亮点，帮助师生明确了今后的

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在场师生表示，通过此次学习，深入理解了十八大报告内涵；今后要抓住机

遇，努力学习，积极投身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文/其布日） 

 

摈キ崣憎婈帍 

ス刧挺憎踡梠礼宝健睪军伤具刧挺赥鉖败鉖婈竒成ズ  

12 月 8 日，由环境学院和威立雅环境共同主办的西南地区环

境问题专题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研讨会就我国环境面临的挑战、

基层环境管理的困境和环境治理案例等三个主题展开讨论。环境

学院院长余刚作题为《创建良好环境任重道远》的报告，介绍创

建良好环境的目标、发达国家的环保历程、我国环境（特别是西

南地区的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规划等。成都环保局副局长

陶宏志探讨了基层环境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思考。原天津环保局副局长崔

玉成介绍了天津中新生态城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来自清华环境学院、威立雅集团

的专家学者，以及 2009～2012 年清华－威立雅“环境与城市管理高级研修项目”的部分学员共 20

余人参加研讨会。（图文/高晓娟） 

 

ス绛踡阔白コⅦ炬摈病Ⅷ嘭刧昍芻篮滋矑谎ゴ渧嗯撒饯踡苻饯成竚茥艧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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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2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循环经济发

展规划》，明确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会议对《“十二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予以高度肯定，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和基本方法。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多位教师参与了该规划编制的全过程，还重点承担了循环经济示范市（县）创建、

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循环经济专业化服务制度设计、循环经济统计及评价考核制度、

循环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量前期研究工作，有力支撑了该规划文本的形成。（文/温宗国） 

 

ス彜摈琢刧挺嘬唭俶昏唽白占广胨货婈竒成擅闥婈踡勒揸ズ"

12 月 16～17 日，第二届环境微生物利用与安全控制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召开。会

议由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微生物利用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环

境学院和深圳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会上，广东省环保产业协会会长区岳州、材料系教授翁端，日本

京都大学教授田中宏明，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研究员王正明，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慧和商务部

循环经济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杨启真分别作主题报告，介绍了广东省资源再生产业现状、城市废弃

金属资源再生利用、日本污水系统资源能源利用、石墨烯纳米复合材料、废弃碳源合成环境友好材

料以及新加坡再生资源实践经验等。来自美国耶鲁大学、我校、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文/刘丽丽） 

"

ス刧挺憎踡杞健 4234 菁鎝唽爺鹿猶爺挘污旴尷蕪杈酾撒跲婈竒成ズ  

   12 月 18 日，2012 年饮用水和污水紫外线消毒技术国际研讨

会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召开。会议由国际紫外线协会（IUVA）、

全国紫外线消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

会共同主办，环境学院承办。国际紫外线协会主席保罗·斯万（Paul 

Swaim）、环境学院院长余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常务

副理事长张韵等分别致开幕辞。国际紫外线协会亚洲－澳大利亚

 

"

"

"

"

分部主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秘书长、环境学院教授刘文君主持开幕式。研讨会分为“饮

用水消毒”和“污水消毒”两个主题，12 位专家围绕紫外消毒的消毒机理、工艺设计、光源特性、

系统维护等方面作主题报告。国内外代表 120 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图文/丁晓欧）

ス刧挺敌桠刧挺嘬唭俶昏唽白占广胨货藽矇昭陜兆勒揸彜摈勸憎酾休零成成竚】

  12 月 19 日，国家环境保护环境微生物利用与安全控制重点实验室第二次学术委员会会议暨开

放基金课题评审会在清华环境学院召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副校长王晓昌，生

命学院教授陈应华、环境学院教授施汉昌等 11 位委员出席会议。与会委员听取了实验室的学术汇

报、工作报告并审阅相关材料，对实验室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对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存在

主要问题等提出意见和建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会委员审议并通过了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开放基

金资助课题。（

年开放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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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刧挺欄榭白猶鲰胨货撒臻藽矇梠礼昭陜兆勒揸 4234 菁坶喘菁成】"

    12 月 27～28 日，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四

个单位建立的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在京召开工作年会。四家依托单位有关负责

人、联合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等约 130 人参议。会上，联合实验室主任、我校环境学院教授黄霞作

2012 年实验室工作报告，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研究方向、队伍建设、取得成果、运行管理、

发展目标等。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对 2012 年实验室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按研究方向和技术支

撑分为六个小组，对目前的研究工作、未来三年的研究内容及可能取得的突破性成果等进行专题研

讨。（文/李瑞瑞） 

 

ス憎酾謖将ズ"

Ø 亚洲空气污染研究中心理事做客清华环境论坛第 39 讲 

  12 月 12 日下午，亚洲空气污染研究中心理事、全球变化前沿研究中心项目总监秋元肇（Hajime 

Akimoto）做客清华环境论坛第 39 讲，作题为《东亚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协同效益及控制策

略》的报告。环境学院 2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秋元肇简述了曾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进行合作的经历，以及对东亚地区，包括中国、柬

埔寨、老挝等国在内的臭氧层情况进行研究，研究重点为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污染物的同

时消减策略及相关大气模型。他着重介绍了建立亚洲大气科学研究平台（ASPAQ）的相关设想。该

平台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排放政策问题，地区排放污染物特性等，旨在集中亚洲各地区大气研究的

专家，争取使专家、决策者等在大气污染防控方面达成一致意见。（文/张玲） 

 

Ø 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做客清华环境论坛第 40 讲 

    12 月 26 日上午，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斯瑞哈尔·科马里尼（Sridhar Komarneni）应邀

做客清华环境论坛第 40 讲，以《特制粘土对放射性和其他有毒金属阳离子的环境修复》为题，为

环境学院 30 余名师生作学术报告。 

    科马里尼长期致力于纳米、粘土材料及其在环境中的应用方面的研究。他在报告中介绍了粘土

的构成，合成膨润粘土的制备方法、材料特性及其对金属阳离子的去除研究等，并指出，一般的粘

土可通过引入钾、钠等元素而改变其化学成分，从而制得特制粘土，发挥其环境修复效应；粘土结

构因素如电荷密度、电位、微孔率等，将影响其对金属阳离子的选择性能。他还重点阐释了不同合

成云母的阳离子交换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合成的膨润云母有较高的电荷密度，对于某些放射性的

金属阳离子有高交换容量和高离子选择率等。（文/张玲） 

 

Ø 环境学院教师许嘉钰、曾思育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0 期 

12 月 7 日下午，环境学院大气污染与控制教研所教师许嘉钰和环境系统分析教研所教师曾思育

应邀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0 期，分别以《我国燃煤电厂 CO2 捕集技术的应用对污染控制技术及管

理政策的挑战》和《城市水系统发展演化与调控优化 》为题，为环境学院 30 余名师生作

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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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钰介绍，到 2050 年，我国燃煤总量约 35%将用来发电，燃煤电厂产生的 CO2 排放量大且

集中，如果对其进行捕集，则环境效果显著。燃煤电厂烟气 CO2 的捕集技术主要分为燃前捕集、燃

后捕集和富氧燃烧捕集。在采用不同的 CO2 捕集技术时，需要权衡考虑到其他污染物的排放。 

曾思育介绍了城市水系统发展演化规律与调控优化的研究，指出传统城市水系统面临的问题和

局限性。传统城市水系统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线性结构、简单调控和末端排放。而新型的城市水系

统要求多样化布局、多回路结构、多目标调控和多种资源回收。在研究了持续城市水系统后，她搭

建了模拟平台体系，说明可持续城市水系统应保证效率、生态完整和公平，并发现了城市二元水循

环与水系统演化的十大规律。（文/李亚军） 

 

Ø 环境学院教授何苗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1 期  

12 月 14 日下午，环境学院水环境保护教研所何苗教授应邀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1 期，以《水

环境污染生物预警监测技术》为题，为学院 40 余名师生作学术报告。报告中，何苗介绍了水环境

管理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国外建立的水环境安全生物预警技术系统，特别是欧盟的重要跨国河流（莱

茵河、多瑙河、易北河）的水安全监测站和监控网络系统。何苗详细介绍了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与

预警技术系统所包含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新产品以及综合集成系统。针对我国水环境安全

保障现状与需求，何苗提出应结合需求，加强拓展已研发技术的应用，促进产业化；要跟踪技术发

展前沿，持续研发环境生物监测预警新技术。（文/李亚军） 

 

Ø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2 期 

    12 月 20 日下午，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教授贾亚非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2 期，以《地表水

CCHE2D/3D 数值模型的开发、验证和应用》为题，为环境学院 30 余名师生作学术报告。 

    贾亚非主要介绍了由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水科学计算与工程国家中心开发的 CCHE2D/3D 数值模

型。该模型可用于模拟河流、湖泊、水库、近海中的不稳定自由表面流，以解决如沉淀物/污染物的

输送、形态变化和水质等相关过程难题。他针对近场流、洪水、决堤、沉淀物传输、水质和农业科

学等，详细阐述了 CCHE2D/3D 数字模型的开发、验证和应用情况，并认为，以前大的沿海水环境

的水质主要受周期性的洪水释放影响；如今水库易被大量有计划的铀矿的尾矿的辐射性材料污染。

而该模型则可以很好地模拟水质的时空变化、污染物柱浓度和污染物在河床上的累积。（文/宋伟泽） 

 

Ø 环境学院教授文湘华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3 期 

    12 月 21 日下午，环境学院水环境保护教研所教授文湘华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113 期，作题为

《新型吸附/生物脱氮/污泥水解联合污水处理工艺》的报告。文湘华结合自身研究介绍了白腐真菌

及其酶在污水处理中的作用，并对可持续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污水系统的分离、资

源能源的回收、高品质再生水制备、微量污染物去除是可持续污水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文湘华

还结合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无锡市、苏州市国家水重点项目的实践，介绍了新型吸附、生物脱氮、

污泥水解联合污水处理工艺。学院师生 40 余人听取报告。（文/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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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キ憎唭坶喘"

ス刧挺憎踡婈帍唭跼乽渧嗯瀘倔戊憎 4234 菁倐徛辖憎蘂ズ"

12 月 13 日下午，2012 年清华大学学生奖励大会在主楼后厅隆重举行。校长陈吉宁，副校长、

教务长袁驷，副校长姜胜耀出席大会并为获奖班级和同学颁奖。会上，环境学院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陈熹（导师黄霞教授）获得清华大学研究生特等奖学金。 

据悉，2012 年起，学生奖励的最高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的奖励名额扩展为本科生和研究

生各十名。（据清华新闻网） 

 

ス刧挺憎踡渧嗯婈帍唭吧摈〃比礼蘑霧綍摈徛辖ズ"

12 月 8 日和 9 日晚，清华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一二·九”

歌咏比赛相继举行。6000 余名清华学子齐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

纪念“一二·九”运动 77 周年。著名音乐家、教育家金铁霖、阎

肃、李光伦，著名歌唱家邓玉华、刘秉义，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

等嘉宾出席歌唱会并担任评委。环境学院研究生在此次活动中获

得艺术水准二等奖。 

“一二·九” 革命歌曲演唱会是清华大学一项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群众基础的校园文化

活动，每年的演唱会都得到各个院系的高度重视和师生们的广泛参与。（据清华新闻网） 

 

ス刧挺憎踡勒揸专般昭纉昭彼脖譙成】 

12 月 11 日晚，由环境学院就业服务与指导中心和环境学院研究生团总支主办的就业实践实习

交流会在院馆 209 会议室举办。本次交流会邀请到环境学院 2012 年暑假赴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就业实践支队队长左魁昌、赴佛山环保局就业实践支队队长汪付星、赴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就业实践支队队长高媛媛和赴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实习的朱维四位嘉宾与同学们座谈。

环境学院就业助理马德华主持会议，学院研究生 30 余人参加了交流会。 

参会同学表示，此次交流会加深了他们对环境专业在市政设计院、城市规划院以及在政府部门

工作特点的认识，对今后实习和就业有着良好的指导意义。 

据悉，目前环境学院已建成校级就业实践基地 12 个，包括规划设计院、企业、政府机关等，

2012 年暑假已出行就业实践支队共有 9 个，总出行人数达到 73 人。（文/张常勇） 

 

ス刧挺憎踡涆渧鬏专般摺盅菌鈡辖"蛔殶櫗涆渧专般姑芔绑睬嵑类ズ"

12 月 18 日上午，清华大学 2012 年就业工作会议在电子系罗姆楼报告厅召开，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胡和平、副校长袁驷、党委副书记史宗恺出席会议并为获奖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颁奖。 

环境学院荣获“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单项奖——就业引导奖”，院党委书记杜鹏

飞老师代表学院上台领奖。刘艳臣老师获得“清华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1～2012 学年度，环境学院结合自身特点，积极开展就业引导活动，同时紧密联系用人单位，

成效显著。截至 2012 年 9 月，环境学院就业率达到 99.44%，其中到重点单位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



信息简报         2012 年第 10 期 (总第 58 期) 

 
2012/12/7~12/28|  8 / 8 

 
 

 

数的 67.1%，到西部、东北地区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 17.1%，到京外地区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

数的 60%，分别比去年提高了 5.3、6.2 和 16.4 个百分点。（文/杜卓） 

 

ス姑芔爺絅堾鄶杈酾白竳翁婈竒成筌Ⅶ瀘倔Ⅲ迈懿爺絅辖憎蘂Ⅷ鈭辖贵尫暴甼ズ"

12 月 14 日，先进水质监测技术与设备研讨会暨“清华—哈希

水质奖学金”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东一厅举行。 

环境学院院长余刚教授和丹纳赫集团中国总裁约翰逊·克拉

克（Jonathan Clark）先生分别致辞，并共同为“清华—哈希水质

奖学金”获奖同学颁奖。此次获奖的同学包括来自清华环境学院

的 17 名本科及研究生，其中聂瑶、魏浩然、黄璜三人分获特等奖

学金。据悉，该奖学金面向清华大学全校学生，旨在奖励在水环境质量及其改善研究方面勇于开拓

创新、取得优秀成绩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每年 10 月开始评选。 

颁奖典礼结束后，环境学院施汉昌教授主持了先进水质监测技术与设备研讨会。哈希公司首席

技术官拉索尔·杨（Russell M. Young）先生首先作题为《水质分析技术演化》的演讲。盛建武博士

和王斌博士分别就“基于比色皿的微囊藻毒素-LR 免疫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和“我国水环境中优先

性 PPCPs 筛选与风险评价”两个议题进行了发言。（图文/刘曼） 

 

仍キ畤莡"

ス刧挺憎踡梠礼宝健猶爺邯唭昏唽白爺刧挺敌桠撒跲婈竒成ズ"

9 月 3 日，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深圳研究生院、日本京都大学和东北亚地区再生水城市利用

标准论坛共同主办的污水再生利用与水环境保护国际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中、日、韩、美等国

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会。会议中方主席胡洪营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冈本诚一郎教授分别主持大会的

开幕式和闭幕式，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马辉和日本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堀江信之部长分别致开

幕词和闭幕词。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中日韩三国在再生水利用领域的历史、现状和问题、未来发展规划等

主题发表学术报告，并就东北亚地区的污水再生利用现状、再生水水质要求及再生水利用标准等研

究热点问题展开讨论。为了推动高校与企业的对接与技术合作，本次会议还举行了环保技术展览。

来自中、日、韩等国的近 40 项污水再生利用与水环境保护领域技术与新成果在环保技术展览中展

出。东北亚地区再生水城市利用标准论坛旨在推动再生水在城镇利用的水质国际标准和水质风险管

理体系的建立，是中日韩三国政府支持下设立的东北亚标准合作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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