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明红院士 女，1968
年出生，浙江东阳人。
1999年获中国科学院上
海原子核研究所（现中
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
研究所）无机化学专业

博士学位。1992年4月参加工作，现任上海大学副校
长、研究生院院长。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应汉杰院士 男，1969
年 7 月出生于慈溪。教
育 部 长 江 学 者 特 聘 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现为南京工业
大学教授，国家生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工业生物技
术委员会主任。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马余强院士 男，1964
年 11 月出生于余姚，籍
贯浙江宁海。现为南京
大 学 物 理 系 博 士 生 导
师，南大固体微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民进江苏省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骏院士 男，出生于
1961年3月，籍贯宁波鄞
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
大学数学系，1989 年在
美国哈佛大学获博士学
位，现为美国斯坦福大

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双聘教授、上海
数学中心首席教授。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滕皋军院士 男，1962
年出生，浙江金华人。
医学博士，东南大学特
聘教授、主任医师、博
导，现任东南大学医学
院院长，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带头人。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林海帆院士 男，生物
学家，温州洞头人，于
1978年考上复旦大学生
化系，1983 年赴美国康
奈 尔 大 学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 美 国 耶 鲁 大 学 尤
金 － 希 金 斯 讲 席 教 授
（终身），耶鲁大学干细

胞中心创始主任，耶鲁大学医学院细胞生物学系、遗
传学系、妇产科与生殖科学系教授。2018年当选美国
科学院院士。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钱煦院士 男，1931 年

出生于杭州，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惠特克
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
长。主要研究力学对基
因表达和信号传导的影

响，整体与系统生理学、分子、细胞与组织生物工程学、
细胞膜的生化特性与分子构建、穿过血管的大分子输
运等学术领域。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俞飚院士 男，1967 年
11月生于湖州。本科毕
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
系，美国纽约大学博士
后。现任中科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生命有机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副所长。2021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谢树成院士 男，出生
于 1967 年 10 月，浙江龙
游人，现为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教授、博士生
导师、“楚天学者”计划
特聘教授，是中国地质

大学“长江中游环境演变”交叉学科团队负责人。
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世荣院士 男，1963
年4月出生，天台人。俄
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现任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校长、党委副书记，
世界摩擦学理事会副主

席。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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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津洋院士 男，汉族，1964年11月出生，浙江嵊

州人，198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
作，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学系化工设备与机械专业毕
业，研究生学历，博士。现为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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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灵毓秀，“浙”里又出一批院士

阮勇斌院士 男，汉族，1963年2月出生，四川梓潼

人。1991年6月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基
础数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现为浙江大学
数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21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

1978 年 9 月至 1982 年 6 月四川大学数学系本科
生，1982年9月至1985年6月四川大学数学系基础数
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1月至1991年6月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基础数学专业博士研究
生。1991 年 9 月开始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博士
后，1993年9月任美国犹他大学助理教授，1996年9月
至 2005 年 12 月任教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期间
分别晋升为副教授（1996）、教授（1999）、讲席教授
（2005），2006 年 1 月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2013 年
任讲席教授，2019年7月加入浙江大学数学高等研究
院，任求是讲席教授。2001 年至 2002 年担任 2002 年
国际数学家大会（微分几何组）Panel Member，2005 年
至 2009 年担任四川大学长江数学中心主任（海外），
2015年被选为美国数学会Fellow。

1995 年获得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1998 年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B 类），1999 年获得 Vilas
associated award，2006年获得Clay Senior Scholar。

数学与物理（主要指量子场论和弦论）相互交叉
渗透发展是近几十年数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并引发
了辛几何、低维拓扑和代数几何等数学领域的革
命。阮勇斌将近代物理思想应用到数学中，在上述
若干研究方向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主要学术成就包
括三个方面：Gromov-Witten 不变量与量子上同调、
Chen-Ruan 上同调、FJRW 理论及其应用。1998 年
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 45 分钟报告，在国际一
流杂志上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包括 Ann.Math. 一
篇，Invent. Math. 六篇，Publ. Math. IHES 一篇，并出版
专著一册。

徐世烺曾担任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1991
年获得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授予的“中
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1992 年
获德国洪堡奖励基金，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 2000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共发表论文 43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55 篇、
EI论文213篇，出版学术专著5部。自2014年起连续
7 年被 Elsevier 列入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以第一完
成人先后荣获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2018
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混凝土结构普遍开裂，宏观裂缝不仅可导致结构
寿命严重降低，更是绝大部分混凝土结构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的根源。为解决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徐世烺
历经四十年的艰苦探索，建立了完整的混凝土结构裂
缝完整性安全分析理论和测试技术体系。研发了可
开展不同尺度混凝土断裂力学实验研究的实验装备，
首次发现了混凝土裂缝扩展存在着初始起裂、稳定扩
展与失稳破坏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揭示了初始裂
缝尖端应力奇异性是混凝土裂缝扩展内在驱动力，证
实了断裂力学可以用于混凝土结构完整性分析。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混凝土起裂韧度这一新参数，

建立了以应力场强度因子为表征的双 K 断裂准则。
该系统成果于 1999 年在《国际断裂学报》98 卷 2 期以
81 个版面长篇刊出（该期共 89 个版面），在国际上被
广泛称为双 K 断裂模型。2005 年以双 K 断裂理论为
基础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水电行业断裂韧度测试标准

《水工混凝土断裂试验规程》。
徐世烺应邀担任了国际著名学术组织 RILEM 的

TDK 技术委员会主席，领导制定了《确定混凝土裂缝
扩展双 K 断裂准则的实验方法》国际标准。从理论
层面解决混凝土结构裂缝安全评价问题后，徐世烺
在重要工程结构控裂、提升结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
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基于双 K 理论混凝土
裂缝稳定扩展可导致韧性增值的原理，建立了基体
缺陷尺寸和纤维随机分布的统计微观力学模型；采
用超细骨料与纳米材料改善微观结构，消除了界面
过渡区宏观缺陷影响，发明制备出高韧性混凝土。
研究成果在乌江东风拱坝、长江三峡大坝二期和三
期工程、南水北调丹江口大坝等水工大坝的裂缝安
全评估和控制，以及上海吴淞军港修复加固、舟山鱼
山跨海大桥和杭州秋石高架桥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徐世烺院士 男，汉族，中共党员，博士，教授，博

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高性能建筑结构与材料研
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3 年 9 月至 1987 年 7 月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学
系本科生，1987年8月至1992年8月浙江大学化学工
程学系化工过程机械博士研究生。1992 年 8 月开始
在浙江大学化工机械研究所工作任教，1997年晋升为
浙江大学教授，1999年8月至2000年8月美国橡树岭
国家实验室访问学者。2000 年入选浙江省“151 人才
计划”第一层次，2004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2009 年被聘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2012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2016年被选为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18年被
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2006年至2016年任浙江大学
化工机械研究所所长，2016年起任浙江大学能源工程
学院副院长。兼任国际标准化组织氢技术委员会
（ISO/TC97）副主席，国际氢能协会规范标准专委会
（IAHE-CSD）主席，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压力
容器分会主任委员，全国氢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压力容器》副主编等。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和二等奖 2 项、省部
级科技奖一等奖6项，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项、
中国优秀专利奖2项、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3项。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郑津洋在储氢高压容器、深
冷压力容器、柔性高压复合管等方面，从理论、技术、
标准、检测到产品研发和应用取得系统性创新成果。
牵头创建国际氢能协会规范标准专委会、“高压过程
装备与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持研制的三大
类系列产品，均已实现产业化批量生产，关键技术指
标创国际新高，广泛应用于能源、化工等领域，社会和
经济效益显著，为我国高压储运设备跻身世界前列作
出了突出贡献。牵头起草国家技术规范 2 部、国家标
准11项；以第一作者出版中英文著作9部（其中专著2
部）；以第一发明人获授权发明专利58件；以第一或通
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20篇。主编的国家规划核心课
程教材已出 5 版，近 20 年选用率超 90%；主讲的核心
课程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1986 年 9 月至 1990 年 7 月浙江大学本科生，1990
年9月至1995年9月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博士毕业
后留校工作，1997 年 10 月晋升为浙江大学副教授，
2000 年 12 月晋升为浙江大学教授，其间曾赴日本东
京大学、美国犹他大学等开展研究。

2009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201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入选“国
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2015 年被评为浙江
省特级专家，2019 年当选英国工程技术学会（IET）会
士。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轮值会长，中国
环境科学学会环境与热能利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MIF/
TC7）主任委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
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
等。曾任国家“十二五”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污
染控制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国家科技部蓝天科技工
程重点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国家环保部清洁空气研

究计划总体专家组成员。
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1项；作为第二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
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1项。2018年获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浙江省第五届师德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长期致力于能源与环境领域减污降碳的应用
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在能源电力、船舶航运
等行业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构建了多污染物高
效协同控制技术体系，攻克了电厂超低排放、船舶
尾气高效净化等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规模化工程
应用，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社会和经济效益显
著。主持和参与制订了国家及行业标准共 70 余项，
推动了国家大气环保装备的标准化体系建设。以第
一发明人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60 件、国际专利 7 件；
发表论文260余篇。

高翔院士 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

人，198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9月毕业于
浙江大学，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能源工程
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
嘉兴研究院院长，国家环境保护燃煤大气污染控制工
程技术中心主任。202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79 年 9 月至 1983 年 7 月在浙江农业大学园艺
系本科学习。1983 年 8 月至 1988 年 9 月在浙江省农
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88年10月至
1991 年 3 月在日本岛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91 年 4
月至 1994 年 3 月在日本鸟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94 年 3 月至 1995 年 6 月任日本岛根大学特聘研究
员。1995年7月回国，先后在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大
学任教，1995 年晋升为副教授，1999 年晋升为教授。
200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06年被聘为浙
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2007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1 年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
家。兼任浙江大学园艺学国家“双一流”学科和国家
重点学科学科负责人、农业部园艺作物生长发育重点
实验室主任、中国园艺学会设施园艺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蔬菜科技与产业联盟副理事长；担任《Molecular
Horticulture》《Fronitier in Plant Sciences》《园艺学报》等
学术刊物副主编。是教育部植物生产类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林分会监事长。

长期从事蔬菜作物生长发育与抗逆高产调控

机制的研究。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
技奖一等奖 4 项。指导的 2 位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
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2 位博士研究生获得国家百
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优秀教师，中国侨界贡献奖，教育部青年教
师奖等荣誉。

作为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主持了系列
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基金重点项目的实施。探明了
蔬菜抗冷、光合效率和瓜类座果的调控物质及其作用
机制，创建出设施蔬菜抗逆生长与高产调控技术；破
解了蔬菜连作自毒物质及其导致连作障碍发生机制，
建立了蔬菜“除障因、增抗性”连作障碍绿色防控技
术；创建了 SAS 无土栽培新方法和 LED 精准补光技
术，推动了我国蔬菜主产区产业升级和非耕地农业跨
越式发展。发表SCI论文180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2
部，论文被引1万余次，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中国
高被引学者。授权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发展形成了
现代蔬菜生产理论和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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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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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出生，汉族，浙江
海宁人，现任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
授，中国计算机学会会
士。长期从事计算机体

系结构和高性能计算系统研究。获授权发明专利30
项，发表论文400余篇。202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