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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摘要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一行看望老社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许保玖先生 

2. 环境学院召开党委会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3. 环境学院举办教师节老先生祝寿座谈会 

4.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学术委员会年会召开 

5. FES&E 期刊 2019 年度编委会工作会议召开 

6.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支队赴马来西亚调研 

 

一、综合信息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一行看望老社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许保玖先生】 

9 月 12 日上午中秋佳节前夕，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一行来到清华大学，专程看望已有百

岁高龄的环境学院教授许保玖先生。陪同看望的还有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刘海红、九

三学社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委孟安明、清华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南彬、九三学社清华大学委员会

副主委刘蔷、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主委夏壁灿及市委组织部干部、清华大学委员会社员等。 

许保玖先生 1918 年 12 月 31 日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在 1942 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

学前身），1949 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卫生工程硕士学位，1951 年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

1955 年，许先生冲破重重阻力与夫人毅然归国，成为我国给水排水界的第一名博士，此后一直任

教于清华大学。1956 年加入九三学社。许保玖先生在我国给水排水工程和环境工程界具有极高的

学术声望，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给水排水学会（现更名为“水工业分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名誉理事等职；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卷》给水排水分

卷副主编、《工业水处理》杂志编委会副主编、《中国给水排水》杂志编委会编委及北京市政府专

家顾问团供水与节水组组长等。许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发展"水工业"的概念和具体内涵，

指导了我国水工业发展指出了方向，被誉为中国水工业鼻祖。2012 年，许先生荣获“中国水业人

物”终身成就奖。 

邵鸿副主席亲切慰问了许先生，对许先生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祝愿许先生生活愉快，健康

长寿。许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祝福并向邵副主席赠送了自己近期出版的专著，上下两册共 50 万

字的《中国的皇帝和皇帝的开国与治国——各数理化功力模式说》一书，并表示要继续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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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重要贡献，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他号召年轻老师们向前辈学习，为学院发展和国家环

保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随后，青年教师向三位寿星献花。在场老师们纷纷发言，回忆与四位先生共同工作、学习的

经历，先生们的品貌风格、成就建树再次呈现在大家面前，令人感动、钦佩，更激励着在场的年

轻教师。最后，三位寿星纷纷发表感言，程声通先生因行程原因未能来到座谈会现场，座谈会在

温馨的氛围中圆满结束。（图文/ 赵宇）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 2019 年学术委员会年会召开】 

9 月 20 日，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

实验室（以下简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召开。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和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共同组织。学术委员会主任郝吉明院士、副主任丁一汇院士、

清华大学贺克斌院士、台湾大学蒋本基教授、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柴发合研究员、中科院化学所葛茂发研究员、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王自发研究员、中科院广

州地化所王新明研究员等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实验室主任王书肖教授、副主任吴烨教授和

段雷教授、李俊华教授、蒋靖坤教授、马永亮副研究员、刘欢副教授等实验室学术骨干参加了会

议。 

会议由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郝吉明院士主持，生态环境部科财司刘海波处长致辞，重

点实验室主任王书肖教授汇报了重点实验室近期的工作进展和代表性成果。实验室学术骨干蒋靖

坤教授、刘欢副教授、彭悦副研究员分别做了专项工作汇报。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高度肯定了

实验室在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并对实验室今后的发展方向和运行机制

提出了建议。 

国家环境保护大气复合污染来源与控制重点实验室是 2013 年 2 月经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

部）批准筹建的部属重点实验室，依托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主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

环境部，2017 年 3 月通过验收。本实验室以国家环境保护需求为目标，主要开展大气复合污染来

源与控制领域的前瞻性和应用研究。（图文/ 曹百灵） 

 

【FESE 期刊 2019 年度编委会工作会议召开】 

9 月 20 日，SCI 期刊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环境科学与工程前沿》，简称 FESE）年度

编委会工作会议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意环境节能楼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三十余位编委

以及中国工程院、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环境

学院的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期刊主编郝吉明院士主持。 

FESE 由清华大学和中国工程院、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主办，主要面向全球报道环境领域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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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成果和热点研究问题。该刊于 2007 年创刊，是我校由院系创办的第一本英文期刊，2009 年

被 SCI 收录，成为我校、中国工程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Frontiers 系列期刊第一本被 SCI 收录的期

刊，几年来影响因子上升较大，据科睿唯安公司公布的 2018 年期刊引证报告，FESE 的影响因子

为 3.883。 

在本次编委会上，中国工程院副局长唐海英、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自然科学学术出版事

业部主任李冰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先后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对期刊工作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并表示对期刊未来的发展会给予更多的支持。随后，执行副主编黄霞教授对期刊过去一

年的工作进行了汇报，介绍了上次编委会以来期刊的重要发展、稿件情况、编委对期刊所作的贡

献，列举了期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和未来发展规划等。与会的各位编委在听取汇报后，充分肯定

了期刊过去的工作，对今后如何进一步保证期刊质量，提高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展开了热烈的讨

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郝吉明主编对编委的意见和期刊今后的工作做了总结性讲话，对

期刊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文/图/ 张向谊） 

 

【环境学院举行安全培训讲座】 

9 月 19 日在中意清华环境节能楼组织教师进行安全培训，特邀清华大学保卫处处长李志华做

了近期安全工作的情况通报。李志华结合真实案例从校园交通、教职工、学生安全、涉外保密等

多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及应重点注意事项，全面分析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并现场与大家进行交

流，使大家对校园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帮助环境学院教职员工进一步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9 月 26 日，邀请到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师、北京理工大学急救课程教师高天欣进行了心

肺复苏技术培训，对心肺复苏原理、AED 使用要点等进行了详细讲解，部分老师利用假人进行了

人工呼吸和胸外按压练习。学院教师共 80 余人次参加了上述两次培训。（文/ 郭玉凤） 

 

二、科学研究 

【环境学院席劲瑛副教授主编的紫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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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席劲瑛团队将继续依托 ISO TC142 平台，瞄准国内和国际需求，以问题为导向，以

创新为动力，继续开展气体生物处理和空气微生物消毒技术研发和相关标准编制工作。 

 

【环境学院吴烨教授团队揭示全球主要国家电动汽车经济和气候效益的个体分布特征】 

日前，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吴烨教授课题组与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研

究人员合作，在环境领域权威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上发

表题为《中国、美国和德国的电动汽车经济和气候效益》（Economic and Climate Benefits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China, U.S., and Germany）的研究论文。 

以往电动车能源环境影响研究主要基于车队平均的活动水平数据，无法反映不同车主在使用

电动车时对经济成本和减排效益带来的显著个体差异。针对这一问题，研究收集了主要电动车市

场国家的近 1700 辆乘用车的出行数据，构建了基于车辆技术和充电情景的个体出行链随机模型，

建立了基于个体出行链模拟的车辆总持有成本和全生命周期排放模型。与传统研究相比，本研究

系统刻画不同车辆个体在经济成本和减排效益的差异性，识别未来电动化进程中具有较高经济效

益和气候效益的车主个体特征，为电动汽车发展的技术选择和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研究发现，尽管不同车主间电动化经济效益与减排效益存在显著差异，但两者总体呈现协同

关系。2015 年，北京经济效益排在该地前 25%“优先车主”所能获得的减排效益是其他车主的

3.9 倍。同样，在本研究设计的美国和德国城市中“优先车主”减排效益是其他车主的 1.8~2.1 倍。

本研究也指出，仍有部分车主减排潜力较大（图 1 中黑色散点），但其较为频繁的长里程出行将导

致电动车接受度明显受限。 

研究进一步对个体层面未来（2030-2035 年）电动车总持有成本和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进

行了预测。随着电池制造成本的大幅下降（100 美元/kWh 以下），即使取消购置补贴，有相当比例

的车主仍将逐渐获得经济效益。电力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使得北京电动汽车 “优先车主”相比

传统燃油车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减排效益持续放大，减排比例将达到 32%-63%。研究指出，未

来多样化电动车技术发展策略能更好满足更多车主的差异化出行需求。综合电动化情景不仅能实

现较高的汽油替代程度，而且具有更高的经济、能源和气候综合效益。例如，对年均 1 万公里以下

的车辆更适合投放短里程纯电动车（如 BEV150），对于更高出行里程的车辆投放高里程纯电动车

（如 BEV450）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PHEV）。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福特汽车公司大学研究项目

支持。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吴烨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晓旖（已毕业，现为

密歇根大学和福特汽车公司博士后）和张少君助理教授（原为康奈尔大学博士后）为共同第一作

者，环境学院郝吉明院士和鲁玺长聘副教授，福特汽车公司 Timothy J. Wallington 博士和 Michael 

Tamor 博士，康奈尔大学 K. Max Zhang 教授、哈佛大学的 Michael B. McElroy 教授和 Chris Nielsen

为论文合作作者，在数据采集、建模分析和政策讨论等过程中提供了重要帮助。（文/  何晓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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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排水系统监测研讨会顺利召开】 

9 月 2 日，中德排水管网监测研讨会在北京市通州区海绵办多

媒体会议室顺利召开。此次会议依托国家水专项项目“北京城市副

中心高品质水生态建设综合示范项目”和中德合作项目“SMART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WATER MANAGEMENT 

IN URBAN CATCHMENTS AS KEY CONTRIBUTION TO SPONGE 

CITIES” (KEYS)，由清华大学、北京市通州区供排水事务中心和

德国 NIVUS GmbH 共同组织举办。会议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左剑恶教授和刘艳臣副研究员共同主

持，北京市通州区供排水事务中心、通州区潞城水务二所、德国 NIVUS GmbH 等单位领导和相关

人员出席会议。来自于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上海市政规划设计研究

院、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近 20 家企事业单位 50 余

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首先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左剑恶教授对德国 NIVUS GmbH 的 Kai Klepiszewski 博

士等人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国家水专项“北京城市副中心高品质水生态建设

综合示范项目”和中德合作项目“KEYS”的开展情况。随后，德方 Kai Klepiszewski 博士、清华

大学环境学院刘艳臣老师、北京市水科院于磊工程师等人分别就排水管网系统监测技术、基于在

线监测的排水管网诊断技术、基于排水系统监测的雨洪预警等主题进行报告，中德双方就相关技

术内容进行讨论，并就中德排水系统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分享了排水系统运行

管理问题、排水管网监测技术与设备的相关经验。（文图/ 程昭） 

 

三、学生工作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支队赴马来西亚调研】 

2008 年，一家澳大利亚稀土采矿股份有限公司——莱纳斯

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马来西亚关丹格宾（Gebeng, Kuantan, 

Malaysia）设立一间名为莱纳斯先进材料工厂（Ly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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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等 5 人。两天的走访，让支队充分了解拯救大马委员会的组织情况、利益诉求和阻碍，更感受

到组织将要继续坚定立场的决心。而在过去八年的时间内号召上万民众出席集会示威，并带着一

群志愿者餐风露宿收集 120 万个签字的绿色盛会主席，也是如今文冬区国会议员的黄德先生也接受

了支队的访问，向支队分享当初号召集会、参政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个人对于环保与经济发展的认

识。 

了解民众的诉求以后，支队来到了莱纳斯先进材料工厂。支队针对马来西亚原子能执照局

（AELB）的最新条件进行了交流，莱纳斯员工认为目前的局势下他们只能选择建造永久废料储存

槽（Permanent Disposal Facility, PDF）。最初的计划是利用水沥滤净化固体废料（WLP）来作为土

质改良剂，但遗憾的是马来西亚方对于 WLP 的再利用表示怀疑，所以已经勒令停止关于 WLP 的

所有研发项目。 

随后，支队前去拜访马来西亚能源、科学、技术、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杨美盈女士。与杨美

盈女士的对话中，队员们了解到政府方面及她本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与决策，就之前与民众和莱

纳斯交流后所产生的问题与思考与部长交流，都得到了相应的回应与解释。 

六天五段采访，从民间组织、企业、政府三方了解到此次事件不同利益相关方的态度，也收

获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梳理出整件事件的发展经过。来自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2018 级本科生的张彦

宁在结束实践以后表示：“此行我意识到相当重要的一点——国家尊严，同时这个课题涉及到国家

之间的交流与博弈。这带给我们关于环境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事关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治理，绝不

仅仅是工程技术那么简单。” 

“环境人 | 南洋行——赴马来西亚调研稀土产业”支队由清华大学本科生海外实践支持计划所

支持。为大力支持学生前往全球各国开展社会实践，在文化浸润和深度交流中提升全球胜任力，

在走出中国看中国的过程中坚定“四个自信”，清华大学于 2018 年首次设立本科生海外实践支持计

划，由学校与各院系共同匹配资源。2019 年暑期，校团委拟与 28 个院系共同匹配资金，拟支持

55 支支队，超过 500 名本科生进行海外实践，并邀请教师带队指导。（图文/ 苏宇晗） 

 

【学术活动】 

 环境学术沙龙第 519 期：生活在水与岩石生物圈的微生物：地圈界面 

9 月 3 日下午，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Ken Timmis 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519 期，做了题为《生活

在水与岩石生物圈的微生物：地圈界面》（Microbes making a living at water and rock biosphere: 

geosphere interfaces）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环境微生物教研所王慧教授主持，30 余名师生听取

了报告。 

Timmis 教授首先介绍了今年是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杂志创刊第 20 周年，并对该杂志在

未来 20 年将会涉及的研究领域进行了预测。随后，Timmis 教授从三个层面对微生物的相互作用进

行了深入讲解，微生物的相互作用首先包括蛋白质相互作用组，其中涉及多蛋白复合物的组分蛋

白图谱、识别复合体内部和复合体之间的网络“节点”蛋白质、确定包括 PUFs 在内的新的相互作

用组分等相关技术。除此之外，微生物的相互作用还包括细胞间的二元连接，除了细胞间的二元

连接之外，还有更为丰富且复杂的微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元相互作用，包括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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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真菌/植物、地衣、生物膜等。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气氛热烈，与 Timmis 教授进行

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Ken Timmis 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环境研究组织创建者及首席委员会主席，现为德国布

伦瑞克工业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是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Reports 和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创刊主编，是环境微生物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先驱。发表学术论文

350 余篇，其中包括 5 篇 Nature，4 篇 Science，2 篇 Cell，10 篇 PNAS 等。（文/ 郭海礁） 

 

 环境学术沙龙第 521 期：瓦赫宁根大学食品安全研究 

9 月 18 日下午，瓦赫宁根大学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外事专员 Piet 

Stouten 先生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521 期，做了题为《瓦赫宁根食品

安全研究》（Wageningen Food Safety Research (WFSR)）的学术报告。

本次沙龙由环境化学教研所王斌副研究员主持，30 余名师生听取了

报告。 

Piet Stouten 先生首先介绍了瓦赫宁根大学（WUR）的研究方向、

机构组成和发展规模。随后，讲解了瓦赫宁根大学食品安全研究所（WFSR）的概况，他讲到

WFSR 本着“为了动物饲料和人类食品安全”的原则开展了各项研究，主要围绕标准设定、测定目

标物、目标物对人和动物的影响、食品验真和组成、方法开发、食物生产安全检测等方面展开，

Piet Stouten 先生对每一部分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讲解，并和在场师生深入探讨，对食品中微塑料

检测和存在情况等前沿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讲座结束后，Piet Stouten 先生一行参观了北京市

新兴污染物控制重点实验室、环境学院公共平台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二噁英实验室等，并

探讨了双方在环境和食品安全方面可能的合作。 

瓦赫宁根大学食品安全研究所（WFSR）对安全可靠的食品进行独立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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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形态、城市化等因素影响，未来亚洲国家将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在全球变

革的局势中，亚洲国家要实现核心领导力需要提倡可持续型文明形态，在住宅面积、出行方式以

及饮食方式上实现“享受与节约”的平衡；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中产阶层人群消费能力并引导

人们绿色消费；在城市综合治理方面，要保障可再生电力的充足供给以及全面实现汽车电动化。

最后，Sanwal 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中国日报的相关内容，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讲座结束后，在场师

生与 Sanwal 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 

Mukul Sanwal 教授目前担任印度政府气候变化战略知识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一直致力于

国际能源与气候合作研究以及推动气候变化行动，曾任联合国环境署（UNEP）资深顾问、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协调员，曾任教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国际知名高

校。（图文/ 张雅欣） 

 

 环境学术沙龙第 523 期：国际水协中国青年委员会走进高校活动——首站 清华大学 

9 月 21 日上午，国际水协大中华区总监李涛博士、南京大学潘丙才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刘锐平研究员、同济大学王志伟教授和北京大学刘思彤研究员做客清华大学环境学术沙龙

第 523 期。本次沙龙由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水环境保护教研所张潇源副教授主持，百余名师生听取了

报告。 

首先本次活动由李涛博士致辞，并介绍了国际水协的基本情况。随后王志伟教授系统介绍了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情况。接下来李涛博士、潘丙才教授、刘锐平研究员以及刘思彤研究员分别

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李涛博士做了题为《污水处理技术发展趋势与全球最佳实践案例》（Trends on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 Global Best Practices）的学术报告。他基于未来污水厂的理念和目标，讲

解了未来污水厂相关技术及发展趋势，详细介绍了全球最佳实践和案例以及未来污水厂技术路线

图，以实现污水处理厂向能源工厂、资源工厂的转变。 

潘丙才教授做了题为“复合纳米材料深度水处理过程中的限域效应及其应用”的学术报告。

报告首先介绍了水处理纳米技术的发展前景与挑战，指出纳米颗粒材料易团聚失活、操作困难、

潜在风险等规模化水处理应用的瓶颈，提出了通过构建网孔限域复合材料克服上述瓶颈的基本思

路。总结了适应不同污水深度处理需求的系列复合材料的研制与基本性能，相关纳米技术单元已

在工业废水、区域饮用水和地表水深度处理工程中实现规模化应用。随后重点对复合材料的纳米

限域效应进行深入解释，并对进一步探究提出思考和展望。 

刘锐平研究员做了题为“饮用水砷氟污染控制原理与应用”的学术报告。他首先研发了铁锰

复合除砷材料（FMBO），采用原位负载-包覆实现 FMBO 材料颗粒化与工程应用，包括村镇分散型

饮用水除砷工艺，城市水厂强化除砷工艺改造，并延伸应用于流域重金属污染水体治理与控制。

接下来基于铝氟反应，证实了铝氟络合的显著除氟性能，揭示了络合-吸附除氟原理，设计了村镇

和城市除氟水厂应用工艺，开发了磁分离-循环回流一体化设备用于高氟工业废水提标工程。最后

刘研究员总结自身的研究，为我们总结了研发的思路。 

刘思彤研究员做了题为“厌氧氨氧化菌群互作与代谢调控”的学术报告。她首先介绍了厌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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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氧化（ANAMMOX）生物技术原理及特点。随后阐明了 ANAMMOX 菌的群感效应及调控机制，

揭示了 ANAMMOX 菌群间更多的互养关系及其在氮去除过程的作用。最后提出高效脱氮思路。 

讲座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气氛热烈，与各位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李涛博士为国际水协大中华区总监；潘丙才教授为第一届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主席，任职于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刘锐平研究员为第二届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主席，任职于中科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王志伟教授为现任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主席，任职于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

思彤研究员为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副主席，任职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潇源副教授

为 IWA 中国青年委员会副主席，任职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文/  任腾飞 徐婷 付博亚） 

 

 环境学术沙龙第 524 期：基于物理过程和数据驱动的小尺度空气质量模拟研究 

9 月 25 日上午，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航天系博士后杨博做客环境学术沙龙第 524 期，做了题

为《基于物理过程和数据驱动的小尺度空气质量模拟研究》（Physics-based, data-driven modeling of 

micro-environmental air quality impact from stationary and mobile sources）的学术报告。本次沙龙由

大气污染控制教研所张少君助理教授主持，40 余名师生听取了报告。 

杨博士通过 AERMOD 模型、计算流体动力学（CFD）等方法，对分布式发电系统、机动车排

放这两类重要污染源在微观尺度内的空气质量影响进行了研究。同 AERMOD 等扩散模型相比，

CFD 能ང䑄䑄䑄䑄䑄䑄䑄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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