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酩趱砝睮 

 
1.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长做客清华环境论坛 
2. 环境学院联合主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 
3. 东亚东南亚国家二恶英采样分析技术交流会在我院召开 
4. “环环相扣”系列活动之“与蹇兴超学长面对面”举办 
5. 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代表访问环境学院 
6.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到环境学院调研 
7. 学生绿色协会“海峡两岸青年环保对话”团队赴台学习交流 
8. 环境学院教职工在第 39 届教职工运动会上斩获佳绩 
9. 环境学院举行党员发展专题培训会 

 
吧キ晛礼翟忉 

ス刧挺憎踡皈梔坶擅彜 5; 琢皈梔坶艼将成坝瘅渧茨昹ズ 

5 月 17 日下午，环境学院教职工代表队参加了清华大学第 39

届教职工运动会。22 位运动员在工会主席马永亮的带领下，身着

统一的服装，迈着矫健的步伐，伴着“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口

号通过主席台。随后，20 位运动员进行了第九套广播操表演。 

在教职工运动员的共同努力下，本届运动会我院在全校 60 个

单位中排名第 22 位，仅落后前一名 0.5 分，创造了历届运动会上

的最好成绩。我院参加了跳长绳、广播操、穿梭接力、女甲、女乙、男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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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nd Water）的报告。环境学院师生 50 余人参加了论坛，论

坛由环境学院院长余刚主持。 

    卡巴特同大家一起探讨了当前全球化中的热点问题。他从全

球面临的主要挑战出发，在食物、水、能源和气候变化的基本数

据支撑下，使用集成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将上述要素有机地联

系起来，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强调，这种对全球热点问题的集

成分析具有综合性、多学科性、国际性、独立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卡巴特还介绍了当今系统分析领

域中的前沿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全球能源评估（GEA）方法、案例研究情况和相关数据库的发

展。 

    帕维尔·卡巴特教授现任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所（IIASA）所长，长期致力于水循环、气

候水文学、水资源和气候变化等方向的研究，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著作 8 部。（文/张玲，图/张

潇源） 

"

ス刧挺憎踡梠礼宝健獒卑狩暨醪猶鲰俶竮肾ズ  

5 月 17 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 2012 暨第七届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全国学术研讨会（简称“POPs 论坛 2012”）在天津开幕。

论坛主题为“消除 POPs，保障环境安全”，由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研究中心、环境保护部斯德哥尔摩公约履约办公室、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业委员会、中国化学会环境化学专

业委员会共同主办。 

南开大学副校长许京军代表大会承办方致欢迎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POPs 专业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研究中心

�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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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北京办事处和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相关工作负责

人分别致开幕辞，介绍了本次交流会的背景、目的和筹备过程。环境学院院长、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研究中心主任余刚介绍了我校在过去十多年中在 POPs 科学研究、实验室建设和社会服务

等方面开展的工作，希望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相关机构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为解决区域 POPs

问题做贡献。 

    在为期 4 天的技术交流中，环境学院的教授、二恶英实验室技术人员以及专门邀请的日本专家

介绍了二恶英主要的采样和分析方法，通过实际操作让技术人员熟悉样品处理和分析的全过程，并

带领与会人员赴垃圾焚烧厂观摩现场采样工作。（文/刘曼） 

 

ス憎酾謖将ズ"

Ø 环境学院青年教师杨宏伟、吴静做客第 75 期环境学术沙龙 

  5 月 11 日下午，由环境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办的环境学术沙龙第 75 期在节能楼东一厅 119 会议

室举行。环境学院青年教师杨宏伟和吴静分别作题为《饮用水中含溴副产物的生成及控制技术》和

《污泥厌氧消化推广的几个关键问题》的学术报告，分别介绍了含溴副产物的类别、毒性和控制技

术，以及污泥的厌氧消化处理方式和技术瓶颈等。50 余名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沙龙。（文/刘聪） 

 

Ø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赵郁超做客第 76 期环境学术沙龙 

    5 月 18 日，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赵郁超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76 期，作题为《系统生

物学方法在模拟电离辐射诱发癌症方面的应用》（Application of systems biology approaches to model 

ionizing radiation induced tumor transformation frequency）的学术报告，介绍了基于系统生物学方法

开发的低剂量下的 J型剂量效应模型，详细描述了开发剂量反应模式的分子与细胞生物/毒理学机制。

30 余位师生听取报告。 

赵郁超，国际毒理学协会及国际风险分析协会成员，美国北卡三角地研究园区分协会理事。主

要研究领域为风险分析、系统毒理学/生物学、剂量反应关系、不确定性分析等。（文/贾倩倩） 

 

Ø 环境学院教授王慧做客第 77 期环境学术沙龙 

    5 月 25 日下午，环境学院环境科学系主任、环境生物学教研

所所长王慧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77 期，作题为《废弃碳源生物合

成环境友好材料及生物燃料》的报告。近 80 名师生参加了沙龙。 

    王慧介绍了聚羟基烷酸酯（Polyhydroxyalkanoates，简称 PHA）

的开发现状和工业化生产的瓶颈，通过利用造纸废水、污泥碱解

液合成 PHA 的案例，阐释了废弃碳源生物合成 PHA 的意义，并

指出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型工艺设备是未来 PHA 发展的重点研究课题。（图文/贾倩倩） 

"

Ø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副教授希兹迪尔做客第 78 期环境学术沙龙 

    5 月 29 日，应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王书肖和李金惠教授邀请，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化学和生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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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副教授詹姆斯·希兹迪尔（James Cizdziel）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78 期，作题为《各价位汞在美

国中南部的分布和迁移》的学术报告。此次沙龙由王书肖主持，5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希兹迪尔介绍了各价位汞在美国中南部的重点分布及随生物链在环境中的迁移状况，详细说明

了提取和分析汞元素的适用仪器和方法，重点介绍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的设备、操

作和应用，认为 ICP-MS 在今后的环境检测和环境指纹分析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詹姆斯·希兹迪尔现任美国化学学会密西西比大学分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环境中汞的来

源、迁移和影响，以及痕量元素分析方法的开发和应用。（文/吴晓阳） 

 

耙キ礼喘脖譙"

ス卽贵鳌珠邢瘕勎坶戊憎拆畩竴赥刧挺憎踡ズ"

5 月 9 日上午，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卡特琳娜·卡特菲尔德

（Katarinna Gardfeldt）一行五人访问环境学院，环境学院副院长

左剑恶、院长助理王玉珏等会见来宾，双方就研究生的联合培养

进行了讨论。 

卡特菲尔德介绍了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

心的概况，展示了同知名大学、企业之间的合作案例，并表示愿同环境学院开展进一步合作。左剑

恶表示，去年双方互派交换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环境学院目前同巴黎理工大学合作，联合培养

中法环境管理高级硕士，希望双方参照已有的成功合作模式，签署相关合作协议。 

环境学院与查尔姆斯理工大学有近五年的合作历史，本次会谈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研究生联合

培养工作。（图文/苏珍爱） 

"

ス倔蚌汗般戊憎絪瓚白刧挺憎踡伙刧挺憎踡筬婈ズ"

  5 月 17 日上午，华中农业大学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胡承孝、资源与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冯永平

一行 7 人访问环境学院。环境学院党委书记杜鹏飞，副院长左剑恶、段雷在院馆 205 会见来宾。 

    会谈中，杜鹏飞和段雷分别介绍了环境学院的师资队伍、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基础设施等各

方面的基本情况。左剑恶就环境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双

方对师资队伍与公共平台建设，本硕连读、硕博连读等学术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科研

院所等联合培养应用型和专业型高层次人才，留学生培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谭文峰、相关学科专业负责人一同参加调研。（文/苏珍爱） 

 

仍キ憎唭坶喘"

ス憎唭晠殱爵成Ⅶ蕕佟绊刂迚菁刧敌治笩Ⅷ熔趬綶蕾憎彼脖譙ズ"

4 月 30 日-5 月 5 日，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海峡两岸青年环保对话”团队赴台湾进行学习

交流。 

交流首日，绿协一行 14 人赴台北市北投垃圾焚化厂参观，对焚烧的每一步进行了细致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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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垃圾分类到最终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台北市的垃圾处理现状让

绿协同学叹为观止。 

第二日，绿协同学拜访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

究所，与林德昌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围绕 NGO 发展进行了长达 3小时

的座谈。林德昌详细介绍了台湾地区 NGO 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

未来发展方向。 

绿协台湾行团队此行还访问了台湾大学，同环工所的蒋本基教授、台大根与芽社的代表以及环

工所的学长们进行交流。蒋本基教授分别作题为《台湾固体废弃物处理的经验和教训》和《台湾环

境工程科技与教育的经验和教训》的专题报告。（图文/周慧，李抒苡） 

 

ス刧挺憎踡暴甼拐零篮滋败鉖素竘成ズ" 

5 月 10 日晚，环境学院党员发展专题培训会举行。院党委书记杜鹏飞、党委副书记刘建国等出

席并讲话。杜鹏飞指出，规范的材料和程序是党员发展最基本的要求，但发展工作最核心之处还在

于“人”，发展对象的特点才是各个支部最应该关注的问题，要选对的人，好好培养人。刘建国表

示，要想做好党建工作，特别是党员发展工作，不要单纯以完成工作为目标，而要明白自己岗位的

重要性，真正热爱党建工作。 

会上，院学生工作组党建辅导员介绍了党员发展流程、重点环节要求及注意事项、常见问题及

对策。研究生党建工作助理宣读了预备党员转正过程的相关要求及注意事项。获得“2010-2011 年

度清华大学优秀党支部”称号的环八第一党支部支书还与大家分享了党员发展与转正的工作经验。 

本科生 5个党支部、研究生 12个党支部的支书、支委，预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 30 余人参加

了培训。（文/肖达成） 

"

ス刧挺憎踡揸滋Ⅶ刧刧塷琛Ⅷ专般皈椨抮恢謖将ズ  

5 月 29 日晚，环境学院“环环相扣（EnviroNet）系列活动——与蹇兴超学长面对面”在中意

节能楼 205 会议室举办。活动邀请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副厅长、党组成员，环境学院 1989

级校友蹇兴超讲述自己以学术科研为起点、之后进入企业打拼、最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蹇兴

超告诫同学们：成长的道路上有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如果没有每个阶段的踏实付出与认

真努力，就不会有之后的机会，并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广西选调、挂职工作开展情况，政府机关与

基层单位的工作内容，职业生涯规划等问题，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匪浅。 

    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熊义志、环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建国及近 30 位师生参加了交流。（文/柯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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