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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上有名

四位清华人荣获2024年度何梁何利奖

2024年12月3日，何梁何利基金2024

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56名杰出科技

工作者荣获202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奖。清华大学2位教师和2位校友光荣

上榜，其中，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俊

华、电子工程系教授方璐荣获“科学与技

术创新奖”；1982级校友、广东工业大学

校长邱学青，1991—1993博士后校友、浙

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研究所所长

童水光荣获“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李俊华，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1992年在吉林大学化学系获得学士学位，

1997年和2001年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03年清华大

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李俊华长期致力于

大气污染控制化学及关键控制技术的研

究。针对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情况，他创

造性研制了高表面和高强度复合氧化物原

材料，打造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原材料生产—催化剂制造—脱硝工艺—

废旧催化剂再生”技术产业链。相关技术

成果在国电龙源、神华集团及中国节能集

团等多地推广应用。

方璐，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2007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与信

息科学系获得学士学位，2011年在香港科

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获得博士学

位。方璐在计算光学领域进行了多学科研

究，重点分支为计算成像和光子AI计算。

为超越视觉计算技术的界限，她专注于硬

件—软件协同设计的成像和光电协同优化

的计算。研发项目涉及千兆像素摄影、光

场成像、大规模重建、全光计算等。她提

出了非结构光场感知新原理，研制了扫描

光场元成像传感器，攻克了空间—视角固

有矛盾，实现十亿像素级动态光场成像。

代表性工作发表于《自然》（Nature）及

系列子刊等。

邱学青，加拿大工程院外籍院士，广

东工业大学校长。1987年获得清华大学化

学工程系学士学位，1990年和1995年先后

获得华南理工大学环境化工专业硕士学位

和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从1995年开始

致力于木质素研究，攻克了木质素改性和

工程应用一系列世界难题，建立了木质素

微结构理论与调控技术，创新了工业木质

素与造纸废液制备高附加值工业表面活性

剂和功能材料关键技术，并推广应用，为

植物资源高值化利用及“双碳”战略目标

作出突出贡献。

童水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

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

械设计研究所所长。1987年在南京理工大

学获硕士学位，1991年在浙江大学获博士

学位，1993年清华大学机械系博士后流动

站出站。主要从事机械数字化设计及仿真技

术、重大技术装备的结构强度与轻量化设计

技术、锅炉热力学分析与仿真系统、逆向工

程技术等领域的研究。他面向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围绕大功率船

用齿轮传动系统、大型高效节能锅炉、

大举力工业搬运车辆等重大动力装备，

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关键技

术攻关，与机械行业头部企业产学研深度合

作，取得了上千亿级经济效益。 （校友总会）

李引擎校友获亚澳火灾科学技术
学会终身贡献奖

2024年10月，第十三届亚澳火灾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