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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重大研究计划集成项目首席，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期聚焦于细胞内

膜系统研究。曾获中国细胞生物学会青年

科学家奖、中国细胞生物学会-普洛麦格

创新基金、中源协和青年科学家奖、霍英

东青年科学家奖等奖项。

曹鹏，现任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

究院副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开展机体防御反应的神经机制研

究，研究成果被中国神经科学学会评为

2022年中国神经科学重大进展，为理解

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

角。2019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

助，2023年获得张香桐神经科学青年科学

家奖。

唐杰（2002级博，计算机），现任清

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研究方

向为人工智能、知识图谱、数据挖掘、社

交网络和机器学习。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发

明专利奖一等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KDD 18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张强，现任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

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储能与智能电网专项专家

组副组长。面向能源存储和利用的重大需

求，重点研究锂硫电池、固态电池，提出

了锂键化学、离子溶剂复合结构概念，研

制出复合金属锂负极等高性能能源材料。

曾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项、化工学

会基础科学一等奖1项。

曾坚阳，现任西湖大学工学院（生命

科学学院兼聘）教授，曾于2012年12月

至2023年5月在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

（姚班）任副教授。长期致力于人工智能

和生命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多次担任

计算生物学领域的国际顶级会议ISMB、

RECOMB程序委员会委员。

“科学探索奖”是由新基石科学基金

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公益性奖项，奖项

设立的出发点是鼓励青年科学家心无旁

骛地探索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无人

区”，探索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长效机

制。奖项覆盖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十个领

域，五年来共评选出248位获奖人。

（田 阳）

两位清华人获“未来科学大奖”

8 月 16 日，2023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

名单揭晓，共有 8 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获

奖，其中包括两位清华人。他们是：

柴继杰，2009—2023年任清华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2023年8月受聘西湖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担任植物免疫学讲席教

授。此次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研究员周俭民因发现抗病小体并阐

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

开创性工作而共同获得“生命科学奖”。

何恺明（2003级物理），将于2024年

入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气工程

与计算机科学系担任教职。何恺明是深度

学习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次与

孙剑（已故）、任少卿、张祥雨因提出深

度残差学习，为人工智能做出了基础性贡

献，共同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 2016 年，旨

在奖励在大中华地区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

家，迄今共评选出 35 位获奖者。清华教授

薛其坤院士获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

奖、施一公院士获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生

命科学奖、王小云院士获第四届未来科学

大奖数学与计算机奖、李文辉教授获第七

届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  （田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