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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师生荣誉 

航院教授张一慧获得美国工程科学学会詹姆斯·莱斯奖章 

美国工程科学学会（Society of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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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成立于 1880年，是国际性非赢利教育和学术组织，在机械工程

及其相关领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广泛的影响力。据了解，ASME Fellow 旨在嘉奖国际上

在机械工程领域做出重大成就和突出贡献者，其评选过程极为严谨，每年的获选人数不超

过会员总数的千分之一。 

2.学术科研 

航院举办欢迎高华健院士学术交流会 

1 月 22 日上午，航院在蒙民伟科技大楼 M 层多功能厅举办欢迎高华健院士学术交流

会。高华健作《力学与工程交叉的一点想法》的学术报告，并与现场师生进行交流。航院

教师及研究生共 200 余人参加，会议由工程力学系主任陈常青主持。 

院长曹炳阳对高华健院士全职到清华大学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高华健院士的个

人基本情况、学术成就、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情况。 

 

高华健作报告 

高华健表示，长期以来与清华老师们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非常高兴回到清华。在报

告中，他首先介绍了杨卫院士将现代力学描述为无尽的前沿（X-Mechanics），以及传统

力学研究范式相关内容。随后，着重阐述了力学与材料、芯片、生物、化学等工程交叉研

究（Mechano-X）的思想，未来将推动力学与工程交叉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旨在提出原

创性新科学、新方法、新概念、新思路，增加学科融合互补，突破学科壁垒、评价体系、

利益冲突，进行成果共享、实现双赢，为清华大学实现 2050 年远景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高华健还对近几年主要工作及成果进行了介绍。他将基础科学、工程和力学比喻成土

壤、大树和枝干的关系，要进一步做好跨学科的交流、学习、协作和创新。 

学术汇报之后，在场师生就相关问题与高华健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航院教师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启动会在合肥召开 

1 月 3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极端流动的多过程问题研究”启动

会在合肥召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江松院士、数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

董国轩、中国科学院前沿局副局长魏志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院士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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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仪式 

启动会上，江松和包信和为中心揭牌，项目负责人陆夕云院士和项目骨干成员郑晓静

院士、符松教授分别代表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清华大学接受基金委和学校授

牌。项目成员许春晓教授作清华大学团队的研究进展主题报告。 

“极端流动的多过程问题研究”基础科学中心清华大学牵头人为符松教授，成员包括

流体所和飞行器设计所部分教师。项目聚焦超高速飞行和风沙治理等国家重大需求中的

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超高速流动和极高雷诺数流动中的多过程及其耦合，构建极端流动多

过程理论、方法体系和基础研究平台，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和流体力学学

派。 

3.国际合作 

2024 国际深空大会暨第 12 届国际空间探测轨迹优化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1 月 14日至 16日，2024国际深空探测大会暨第 12 届国际空间探测轨迹优化大赛颁

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副校长曾嵘、中国航天基金会秘书长王程、国家航天局

原二级巡视员张沅、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主任于淼、航天八院院长助理刘付成，以

及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深空探测与空间科学总体室主任陆希、欧洲空间局先进概念组组

长达里奥·伊佐（Dario Izzo）、慕尼黑工业大学宇航学院院长乌尔里希·沃尔特（Ulrich 

Walter）、都灵理工大学教授洛伦佐·卡萨利诺（Lorenzo Casalino）、新西兰奥克兰大

学教授罗伯特·阿尔梅林（Roberto Armellin）等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美国航空航天局

外行星任务设计专家阿纳斯塔西奥斯·彼得罗普洛斯（Anastassios Petropoulos）、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罗宾·伍德兰兹（Robyn Woollands）等专家学者线上参加

开幕式。开幕式由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曹炳阳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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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嵘致辞 

曾嵘表示，清华大学积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展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工作。希

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契机，进一步推进航空航天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合作。 

王程表示，中国航天基金会始终致力于支持和推动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支持

青年航天人才的成长。未来，中国航天基金会将继续与清华大学、与全球航天界同仁携手

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 

陆希表示，在未来的创新任务论证实施的过程中，上海卫星工程研究所将与清华大学

在内的全球专家学者紧密合作，促进实际工程难题的有效解决，推动航天动力学与轨迹优

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梦想共同奋斗。 

颁奖仪式上，曾嵘、王程、刘付成、沃尔特、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王兆魁为第

12 届国际空间探测轨迹优化大赛的前五名颁发获奖证书。上届冠军清华大学航天动力学

团队向本届冠军美国航空航天局团队传递大赛奖杯。美国航空航天局团队线上发表获奖

感言。 

开幕式后进入特邀报告和大赛技术报告环节，伊佐、沃尔特、卡萨利诺、伍德兰兹以

及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后程彬分别作主旨报告。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博士生张众总结了第 12届国际空间轨迹优化大赛的进展情况，

优胜队伍分享了他们的解题思路与轨迹优化方法，伊佐主持开放讨论，各位专家围绕专业

领域和国际空间轨迹优化大赛展开深入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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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合影 

2024 国际深空探测大会暨第 12 届国际空间轨迹优化大赛颁奖典礼由清华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主办，共吸引来自国内外 50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及青

年学子参会，共有 5 个特邀报告、10个大赛报告和 1个开放讨论环节。 

4.国内合作 

航院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举行载人月球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 

1 月 18 日下午，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载人月球

车项目合作签约仪式在清华大学蒙民伟科技大楼举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袁利、

清华大学副校长曾嵘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曾嵘向出席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他表示，清华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载人月球车项目上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并致力于

攻克航空航天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为中国航天事业贡献力量。期待双方联合研制的载人

月球车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与中国技术。 

袁利表示，载人月球车项目对于提升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敢于创新是航天工作的本质，希望通过与清华大学的紧密合作，发挥研究院丰富的工程经

验，融合清华大学的创新能力，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打造校企合作的典范，共同为

中国航天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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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仪式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院长曹炳阳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部长周佐新作

为双方代表签署合作协议。 

 

郑钢铁教授发言 

参会的科研人员就载人月球车的人机共驾、辅助驾驶、动力学特性、车轮设计、复合

材料等关键技术进行探讨交流。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发与市场部部长胡大勇、总体设计部副部长王翔，清华大学航

天航空学院教授郑钢铁和副院长黄伟希、李群仰、陈海昕等参加签约仪式。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 2019 年 10 月与清华大学签署深

化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常委、副区长董金海一行到访航院 

1 月 30 日，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董金海一行到访航天航空学院进

行工作访问。航天航空学院院长曹炳阳，航院原党委书记、航发院党委书记、航院教授王

兵等出席会议。会议由航天航空学院副院长黄伟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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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董金海首先介绍了清华大学在建的水气跨介质研究实验中心进展，并表示曹妃甸区

政府愿意进一步与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开展更深、更广的合作，充分发挥清华大学的创

新优势、人才优势、平台优势，与曹妃甸区产业、资源、区位特点相结合，实现校地资源

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实施。此次实验中心项目合作，必将成为推动

曹妃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曹炳阳对董金海一行到访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表示欢迎。他指出，学院发展势头良

好，正处在关键战略机遇期，水气跨介质研究实验中心依托学院建设推进，是学校首个工

科综合实验平台，学校非常重视该项目建设，积极推动项目落地及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

良好的进展。相信随着项目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清华人将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党的二十大

“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部署，力争成为在航天航空领域具

有一流影响力的清华校地合作的样板工程。 

王兵代表清华大学水气跨介质研究实验中心简要介绍中心项目情况。唐山市曹妃甸

区政府相关负责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相关人员出席会议。 

5.党的建设 

航院召开党委扩大会开展廉洁教育专题学习 

1 月 8日下午，航院召开党委扩大会开展廉洁教育专题学习。院班子成员、党委委员、

教工支部书记、两组组长、本科生党建辅导员和研究生党建助理参会。院党委书记王兵主

持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观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闻联播》报道视频。院党委副书记葛

东云带领与会人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23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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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相关内容，介绍了《条例》的修订历史、原因、适用规范及如何运用监督执纪的四

种形态，着重对《条例》新修订的内容进行了解读。 

王兵传达了全校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行警示教育。要求各支部利用期末组织生

活，围绕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及《条例》相关内容，结合各系、所、中心等事业发展，做好

进一步学习和研讨，增强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建设，把学习落到实处。王兵强调要持

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坚持和维护清华

优秀文化和传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欣欣向荣的校园环境。 

航院离退休教职工第一党支部召开“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主题党日 

1 月 11 日上午，航院离退休教职工第一党支部在老年活动中心一层会议室，采用线

下和线上方式，召开“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主题党日。 

党支部书记孙学伟带领大家学习了清华大学有关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参考资料。

在 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孙学伟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 10 月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出重要指示精神。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

的工作。 

党员崔玉玺分享了学习体会，他谈到从小就受到京剧熏陶，渐渐喜欢上了京剧艺术，

1956 年来清华上大学，就参加了学校文艺社团京剧队。至此他与京剧，与清华京剧队结

下了不解之缘，京剧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特别讲述了为什么京剧是国粹，也做了许多传承、

宣传我国传统文化和党的方针政策等工作。 

入党积极分子吴新如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题，谈了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认识，2023 年 6 月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全面系统深入

阐述，为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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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优秀青年结合自身经历，以做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及职业规划为目标，分三部

分享了自己的求职经验及工作心得。第一，提高成果质量，抓住未来机遇。博士后工作期

间要不断增强科研能力，提升成果质量，磨炼教学水平，早做求职准备，多渠道获取招聘

信息，为未来走向科研教学岗位做铺垫。第二，转换角色，注重课题“把关”。尽快完成

“学生心态”到“导师”心态的切换，课题开展前全方位评估、开展中不放松学生指导并

做好课题支撑，要保持拥有站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能力。第三，合理规划工作内容，保

证科研工作持久性。科研攻关是持久战，获取教职仅是第一步，在后续工作中要保持对科

研及教学的热情，不断拓宽科研视野，增强科研问题挖掘、解决的能力。 

在讨论环节，在职博士后就科研职业道路选择、职业发展规划、工作与家庭的关系等

问题展开讨论。五位嘉宾表示，科研兴趣、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影响科研职业道

路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博士后阶段要抓住机会，着重培养这些能力。在科研工作中，

要找到“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每天做好两件事“长久重要的事与紧迫的事”，从

而合理规划科研项目、教学活动及行政事务所占的时间。作为教职人员，虽然教学与科研

任务并重，但也要积极承担家庭责任，做到对工作、家庭“双负责”。 

最后，刘彬作总结发言，强调了博士后经历的重要性，认同了角色转换在科研工作中

的意义，并分享了“科研想法随记”小妙招。 

此次活动结合博士后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加强了航院固体力学所博士后党支部与已

出站博士后的联系，提升了航院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的质量，有助于解决在职博士后关

心、关注的实际问题，体现了学院对博士后“扶上马、送一程、关爱一生”的工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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