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卷 (2016 年) 3 期

何泽慧先生晚年照

花中真君子 风姿寄高雅
——感念恩师何泽慧先生
张焕乔†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2413 )

2015 年 11

月 22 日 的 北

京 ， 大 雪 纷

飞。纪念铀核

“四分裂”发

现 69 周 年 暨

《何泽慧传》、

《何泽慧文选

与纪念文集》

新书发布会在

清华大学理科

楼郑裕彤讲堂

举行。 150 多

位何泽慧先生

的同事、朋友、学生冒雪前来，深情缅怀这位著

名的女科学家。

漫天飞雪忆师尊。我有幸在何泽慧先生身边

长期工作过，得先生之教诲，受益终生。

1 非凡家世育雏凤

何泽慧1914年生于苏州。父亲何澄早年留学

日本，是山西省第一个留日学生，后在孙中山先

生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

一。他对子女的教育思想是：“科学、自由、平

等、独立”，要求子女“对技术要精细周到，对

事物要明快通达，对人要忠厚宽大。”母亲王季

山出自苏州书香门第之开明家庭。何泽慧的外祖

母王谢长达是清末妇女运动领袖，深受“科学治

国”思想的影响，1906年创办了著名的“振华女

校”；大舅王季烈为清末民初物理学著作翻译

家，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以物理学命名、具有

大学水平的教科书，编著了中国第一本中学物理

课本，主持编印了《物理学语汇》，为近代物理在

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姨王季玉乃著名

女教育家，留美归国后继承母志，出任振华女校

校长，学校办得十分出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

通、物理学家何怡贞、医学和妇产科专家王淑

贞、作家杨绛、新闻学家彭子冈等人年少时都曾

在此就读，可谓人才辈出。何泽慧于1920年进入

振华女校，在该校学习了12年，从小学一直读到

高中毕业，德智体美、诗文书画得到了全面发

展，同时在理科和英文方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求学路上赤子心

1932年，何泽慧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入校

后，物理系主任和一些教授大约受了传统偏见的

影响，认为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动员她们

转系。从小生活在男女平等的家庭和力争女权的

振华女中的何泽慧先生认为，这不合理。她与其他

女同学一起找老师们理论。老师说服不了她们，只

好按“第一学期普通物理成绩必需70分以上才可继

续读物理”的规定处理此事。他们这个班第一年有

28名学生，其中女生8名，第二年剩下12名，第

三、四年只有 10名学生，女生仅剩3名——何泽

慧、许孝慰和戴中扆(后参加革命，改名黄葳)。

20 世纪 30 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名师云

集。除了萨本栋教授用自己编写的中文教材讲授

普通物理外，其他专业课均为英文教材。给何泽

慧所在的第八级授课最多的是赵忠尧先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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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课程，如大学

物理、光学、现代

物理等，都由他讲

授，因此他对学生

的影响较大；叶企

孙教授讲三、四年

级的热力学，气体

分子运动论和统计

物理。他注重引导

学生理解物理概

念，并引用世界上

最新的成果，有世

界名校教授讲课之作风；周培源教授讲授力学，

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的他，以开放的胸怀鼓励学生

们向广阔的实验物理和应用物理方向发展，并勉

励学生们多读课外参考书、多作独立的思考和研

究。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周培源教授还有意增

设了“弹道学”课程；吴有训教授开设了《近代

物理学》，他把国际最新物理学研究成果系统地

引入大学课堂，在中国播下了核物理学的种子。

他还倡导技术独立，增强学生们自主发展科技的

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回国不久的任之恭老师讲

授无线电；霍秉权老师讲授大气物理学……

当时的清华大学仿照英美之“自由教育”，

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按院系编制分年课程表。

四年级时做毕业论文，这是学生们理论联系实际

极好的锻炼机会。任之恭教授指导何泽慧完成

《实验室用电流稳压器》一文。当时，稳压器在

市场上没有现成商品，也无可用配件，需要自己

动手制作。何泽慧上机床、拿锉刀、持焊枪、拆

卸、装配，无所不能。调试线路时，为了找出稳

定的最佳数值，她多次调整，反复实验，终于选

出了最佳设计方案，稳压器实验获得成功。她的

毕业论文得到了90分的高分，与钱三强的毕业论

文并列第一。那时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质量

很高，众人评价“堪比美国大学的硕士论文”。

何泽慧在清华求学期间(1932—1936年)，正

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之前，

日军步步紧逼、蚕食中国之时。1935 年 12 月 9

日，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而策划的华北五省“自

治”运动，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爆

发了“一·二九运动”。何泽慧面对复杂艰难的时

局，遵照父亲和老师的教导“专心学习，好好读

书，用知识去强国，去战胜敌人”。在校期间她

虽然没有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但并非麻木不仁，

而是真正实践着她在中学时期就提出的“静默地

想方法救国”。1936年，在学校组织赴南京、上

海做毕业考察的火车上，何泽慧目睹日本人和替

日本人干事的朝鲜人对中国人非常粗暴无礼，座

位上堆满了向中国推销的日本人造丝，而不许中

国人入座，只好在列车夹道里一直站到南京的悲

愤情形。何泽慧先生后来说：“1936年的南方之

行使我感受很深，这就是我留学为什么选择了弹

道学的初衷。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为了打击日

本侵略者。”经过清华大学四年的学习，在众多

名师的教育和指点下，通过研写毕业论文的历

炼，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熏陶下，

何泽慧不仅在现代物理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而且激发了其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她的抗

日爱国之心愈加强烈了。

清华毕业前夕，学校帮助男同学联系就业，

女同学则要靠自己张罗。何泽慧从山西同乡处得

知，阎锡山有一条规定：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

学生可获出国留学 3年的经费资助。她与父亲商

量后便与山西省取得联系。当时德国的科学技术

先进，中德两国关系不错，德国专家还曾任职中

国政府兵工署，何泽慧的 3位清华同窗杨镇邦、

年轻时代的何泽慧先生

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留念(1936年)。前排左起：王

大珩、戴中扆(黄葳)、许孝慰、何泽慧、郁钟正(于光远)；

后排左起：钱三强、杨镇邦、陈亚伦、杨龙生、谢毓章

·· 156



·45卷 (2016 年) 3 期

陈亚伦、王大珩先后去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

作。“科学救国”之心促使何泽慧决定赴德国留

学，她选择了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实

验弹道学”专业。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的系

主任克兰茨教授起初并不接受何泽慧所选的志

愿。何泽慧对他说，“您可以远赴中国出任我们

军工署顾问，帮助我们打击日本侵略者，我为了

同样的目的，专程到德国来学习，您为什么拒绝

我呢？”克兰茨教授觉得她言之有理，也很同情

中国正在遭受日本入侵，便破例接收了何泽慧。

这是该系第一次招收外国学生，也是弹道学专业

第一次招收女学生。

1940年，何泽慧以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

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获得博士学位。此时

“二战”爆发，她已无法回国，只得进入柏林西

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工作。在那里，何泽慧见

到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西门子公司驻

华主管拉贝先生。拉贝将他的日记和他搜集的日

军暴行照片给何泽慧看，她成为拉贝这一历史性

义举的见证人。惨绝人寰的照片使她义愤填膺、

热泪盈眶，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回国“报效祖国”

的决心。1943年，帕邢教授介绍何泽慧到海德堡

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博特教授(195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理

的实验研究。

3 科研生涯齐比翼

1945年，何泽慧在研究正电子能谱时，用磁

云室观测到有近似于S形的径迹，她测量分析后

发现这是正负电子弹性碰撞而不湮没的稀有现

象。1945年11月3日，英国Nature杂志评价“何

博士的发现是一项科学珍闻”。

1946 年春，何泽慧来到法国巴黎探望钱三

强。4月8日，两人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办理了结婚

手续，晚上举办了简朴的婚宴。约里奥—居里夫

妇双双出席，约里奥先生在婚宴上即席致辞祝

贺。此后，何泽慧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

室和居里实验室从事核物理研究，与丈夫开始了

共同的科研生涯。

1946年下半年，钱三强与何泽慧用核乳胶发现

了铀原子核在中子轰击下发生的三分裂现象；1946

年11月22日，何泽慧发现了第一个四分叉径迹事

例；随后，又发现了第二个四分叉事例，即发现了

概率更小的四分裂现象。约里奥—居里先生于

1947年春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上宣布

了这项发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重大发现，

揭示了新的裂变模式，提供了研究裂变断点的新

探针，为裂变动力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尽管在科研上取得了重要成就，钱三强与何

泽慧没有忘记出国学习的初衷，决定要回到祖

国，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物理这门新兴

科学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1948年

5月 2日，他俩带着不满半岁的女儿动身回国，8

月回到北平。彼时，清华大学欲聘钱三强担任物

理系教授，但因当时大学规定夫妇不能在同校任

教而作罢。旋即，北平研究院原子学所聘用何泽

慧出任研究员，聘钱三强兼任该所所长。

起初，研究所只有 3人。为了置办仪器，何

泽慧与钱三强不辞辛苦，常常骑着自行车穿行在

北平的大街小巷，旧货摊点，还在天桥旧货市场

买回一台旧车床，自己制作了一些简单的仪器。

自 1950年 2月起，何泽慧指导并亲自开展了

原子核乳胶、威尔逊云室和电子放大器的研制及

重元素分离方法的研究。她领导的小组在十分简

陋的条件下开展核乳胶的研制工作，经过几百次

试验，终于在1956年制成了主要性能达到英国伊

尔福 C-2 乳胶水平的核乳胶。这项工作获得了

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奖(自然科学部分，暨首次

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57年进一步研制成

(左)第一个四分裂的径迹照片；(右)各夹角数值，L径迹长

度在空气中的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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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电子灵敏的核乳胶。

1955年 1月，在毛泽东主席主持的中央书记

处扩大会议上决定研制核武器。

1955年 10月 19日，钱三强团长率领“热工

实习团”赴苏联热工研究所考察学习。11 月 4

日，作为副团长之一的何泽慧第二批赴苏。她负

责在加速器及反应堆上进行核物理实验研究，并

亲自在回旋加速器上开展研究工作。

1956年9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

所前身)成立了中子物理研究室。其研究内容开始

的涵盖面较广，由钱三强所长兼任室主任，何泽

慧任副主任，后来部分专业分了出去，成立了另

外几个研究室。从 1959 年起，何泽慧担任室主

任，她领导建立了一个专业集中的中子物理研究

室，培养出一支严谨踏实、能打硬仗的科研队

伍。研究室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了研究工作：一

是建立了从热中子 (0.0253 eV) 到 18 MeV能区的

中子源；二是建立了全截面、弹性散射截面、非

弹性散射截面、去弹截面、激发曲线、裂变产

额、裂变截面、裂变动能分布、平均裂变中子多

重性及其分布等中子微观参数测量技术和中子宏

观参数测量方法；三是建立了包括毫微秒快中子

飞行时间谱仪在内的多种中子能谱测量方法；四

是建立了中子源强和单能中子注量率标准。

1958年 7月，二机部成立九局，何泽慧兼任

其中子点火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在原子能所组织

点火中子源的研制。她作为中子物理室主任，负

责组织完成了九局和21所交给的多项任务，为核

武器研制提供了一系列关键核数据、测试设备及

测试方法。同时，何泽慧也为九局和 21所培养、

输送了多名科技骨干及一批青年科技人才。

1965年2月13日，二机部刘西尧副部长将氘

—锂同位素反应截面测量的紧急任务下达给原子

能研究所，即“35＃任务”。要求在第二季度先

提供一部分数据。何泽慧率领科技人员只用了不

到半年的时间，出色并提前完成了氘—锂核反应

截面数据的系统测量，这对中国氢弹研制起到了

重要作用。

35#任务完成没多久，何泽慧被下放到河南

安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回所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钱三强、何泽慧被作为

“反动学术权威”在全所遭到批判。在批判她的

大会小会上，她从不违心承认对自己的不实批判

之词，有的只是无声的反抗。那时，何泽慧的办

公室被造反派查抄，将她赶到楼梯过道的小隔

间，每天负责拔草、扫地、刷厕所。接着，他们

的家也被查抄，钱三强珍藏的几十年积累的日记

本也被“带”走了。

1969 年 12 月 1 日，何泽慧获批到陕西合阳

“五七干校”与钱三强一起劳动。因为她身体比

较“老弱”，受到组织照顾，只分配她做些看

场、打钟、看水等工作。她敲钟，仍像对待科学

实验那样，认真负责，分秒不差；她看场，不是

坐着不动，而是不停地围着场院走动，猪鸡牛羊

麻雀全都难以接近。1970年 3月下旬的一天，凌

晨4、5点钟左右她早起到屋外，忽然在东北天空

发现了一颗明亮美丽的彗星朝东北方向移动，彗

尾拖向西南。她将此事告诉了钱三强，他们每天

早起，跟踪观察了约2—3周。她凭着肉眼，利用

北斗和仙女星座对这颗彗星定位，在台历上记下

它的运动轨迹和一些计算判断，后来证实这是与

贝内特彗星吻合的。何泽慧的发现虽然比南非天

文学家贝内特用天文望远镜的发现晚了 3 个多

月，但她却是通过肉眼实现观测的。即使在干校

这样的环境中，何泽慧依然不失科学家的本色。
何泽慧先生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图书馆(1957年)

·· 158



·45卷 (2016 年) 3 期

1973年，原子能所一分为二，原子能所一部

成立了高能物理研究所，何泽慧担任副所长，分

管宇宙线和图书情报等部门，重点放在宇宙线方

面。在她的支持下，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通过国

内和国际合作，在西藏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高山乳胶室。她倡议发展中国的高空科学气球系

统，为我国开展空间宇宙线和高能天体物理实验

研究建立了必要的空间运载手段，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能独立研制和发放科学气球的国家

之一。高空气球项目上马时，她顶住了某些领导

的压力，确保该项目得以进行；当一些领导人指

责高能所不应该搞天体物理时，何泽慧再度充当

了“何(核)保护伞”，使刚刚起步的高能天体物理

免于夭折。

1984年，何泽慧卸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副所长职务，照理，她可以歇歇了。但是，

对于一个热爱科学、把终身献给科学的人来说，

是难以办到的。正如同窗王大珩诗言：“春光明

媚日初起，背着书包上班去。尊询大娘年几许，

九十高龄有童趣。”何先生心系科研，退而不

休，像往常一样，天天坚持上班。她做了一些科

学史的考证工作，如裂变发现史，德国为什么发

现了裂变现象却没有造成核弹？她仍指导培养研

究生，与中青年科研人员研讨问题。作为学界前

辈，她继续关心着中国高能物理与核物理事业的

发展。许多在外地举办的学术会议，何先生同年

轻人一起坐长途卧铺汽车，不辞长途跋涉的辛劳。

莅会发言，奖掖后学，给予年轻一代极大的鼓励。

4 言传身教勉后学

1956年秋，我从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毕业分

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幸进入钱三强、

何泽慧先生领导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当时在戴传

曾先生研究组参加建立中子晶体谱仪的工作，并

着手中子截面测量方面的储备。一开始何先生便

提醒我，除了准备中子截面测量外，还要及早学

习中子衍射方面的知识，为中子晶体谱仪的进一

步发展早做准备，使我在组里较早开始了这方面

的学习。1958年 9月，何泽慧先生作为我们的室

主任，通知我去苏联实习。我到了莫斯科库尔恰

托夫原子能研究所，由于是从国内“大跃进”形

势下出来的，一时不适应苏联正常的研究环境，

头脑还在“发热”中，不到 3个月便写信给何先

生，要求回国继续参加献礼活动。非常感谢何先

生及时给我回信，明确指出要注意学习人家积累

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先进经验，并告诫这些正是我

所欠缺的。何先生的忠告使我冷静下来，不仅安

心努力工作，也更有意识的学习对方的思路、方

法和特长，“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从中获得不少

收益。

1960年秋，为了适应国家研制核武器的需

要，钱三强所长知道我在苏联参加过中子裂变截

面的测量，决定将我从中子衍射组调到裂变物理

组，在何泽慧先生领导下开展工作。何先生常常

鼓励我们年青人，要相信自己，多动脑筋，不要

迷信外国人，走自己的路，要在现实条件不足的

情况下想办法做出高水平的工作。她的言传身

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在中关村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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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使我更加明白做科学工作“贵在创新”的道

理。1961年下达测量 238U裂变谱中子平均裂变截

面的任务，当时中子物理研究室初建，中子源强

度标定工作刚刚开始，中子通量测量技术还未开

展，正是在何先生领导下，我们想出用热中子平

均裂变中子数来代替中子通量的测量，确立了一

个好的方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制备一块

约 12×58cm2大面积的均匀铀样品，这是一个难

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先调研不同制靶方

法的文献，进行比较。当时找到一篇用电化置换

法制备铀样品的德文文章，那时我不懂德文，硬

着头皮去请教何先生，她从头到尾详细讲解了这

篇文章，最后还告诫我，“以后你要先自己阅

读，把看不懂的地方记下来，再来找我，这样会

使你印象深刻”。使我再次懂得做科学研究工作

一定要自我锻炼，下苦功夫。这次总算用电化置

换法制成 3块样品，顺利完成测量任务。那时组

里经常有学术报告，何先生都来参加，有时还请

理论家一起来讨论，帮助年轻人尽快成长。

何泽慧先生是原子能所中子物理研究室主

任，建室后的大发展期，室里科技人员逐渐增

多，而且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对研究工作和中子

物理都不熟悉，当时又经历“大跃进”的影响，

年轻人工作热情很高，有些人想赶快出成绩，出

现急于求成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何先生组织

大家学习苏联科学家巴甫洛夫写给青年科学工作

者的一封信，她又与陆祖荫先生一起翻译了德国

科学家波特的《对青年物理学家的忠告》一文，

发表在《原子能科学技术》上，推荐给大家阅

读，从中受到教益。引导青年科学工作者沉下心

来，做好调研，细心工作，做好记录，抓住新

奇，认真总结，写出文章。60年代初，何先生主

持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全室科技人员考试，事前没

有通知，由室里出题，由组长组织在同一时间考

试。何先生此举并不是想为难谁，而是想了解大

家的真实水平。考题由一般内容到新文献工作，

比如推导二体碰撞的能量公式到综述当时文献上

测定自由中子半衰期的方法和结果等。这种突击

考试能够反映出一个人掌握科学知识的深浅，真

实体现科技工作者水平的层次。考试结果的确说

明问题，当时流传的几位能人并没有取得好成

绩，反映出年轻人掌握知识不牢固和不全面。这

次考试成绩不张榜，不入档，不与职位晋升挂

钩。将成绩告知本人，使自己明白自身的不足，

各自制定今后的学习计划，室里和组里也增加了

学术活动，开展互教互学，共同提高，几年下

来，成效显著，年轻人进步很快。可见何先生为

培养年轻一代的尽心竭力。

何泽慧先生曾多次谈起，“1957年日本学者

到中科院物理所参观，那时日本人还不会做核乳

胶，我们告诉其制作方法，后来他们学会并超过

了我们，2002年日本用自制的乳胶在美国费米实

验室的加速器上发现 τ中微子。”为什么我们没有

做上去？这是何先生心里的一大憾事。到了90年

代，她得知原子能院核乳胶组难以生存，曾多次

与孙汉城和我谈起她的意见，要我们转陈领导。

当她获悉山西师范大学刘福虎教授和张东海教授

都在用核乳胶做高能实验时，她便与孙汉城商

量，委托孙汉城向原子能院领导报告，要求将核

乳胶工作转至山西师大，后来得到了原子能院同

意。2004年 6月 7日，何泽慧先生亲自带队，指

定孙汉城、郭仕伦、郑文芑和我随同前往山西师

大做最后考察，90高龄的何先生与大家一起乘坐

硬卧夜车赶赴临汾，吃过早餐，马上在师大现代

物理研究所 2楼实验室与师生们见面，讨论核乳

胶转移研制事项，她问起乳胶实验室放在哪里？
作者与何泽慧先生合影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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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海告知在 6楼。何先生二话没说，要上 6楼

去看实验室，楼里没有电梯，大家怕她太累，劝

她不要去，她说我来干什么的！结果她走上 6

楼，仔细查看了实验室环境，这才放心。当天下

午她又在旅馆与师大老师一起详细讨论，决定由

郑文芑驻守师大一段时间，教会他们制作出核乳

胶。何先生看事情都办妥了，便乘坐当晚的硬卧

回到了北京。这就是我们的何泽慧先生，怎能不

令人钦佩！

5 风姿高雅永流传

钱三强先生曾说，“科学界好的传统应是学

术和道德的统一”。何泽慧先生是这一科学传统

的践行者。她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

道德方面也堪称楷模。她热爱祖国：平时不接受

媒体采访的她，当得知日本有人不承认“南京大

屠杀”时，她挺身而出在记者招待会上证实她读

过《拉贝日记》。她留学德国学习弹道学，就是

为了“抗日”；她投身国防科研，就是为了“强

国”。她一身正气：坚持男女平等，为此，在其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中对男女退休年龄不一样的规

定提出意见；她看准的研究方向，如高能天体物

理、高空气球等等，不管别人如何，该坚持的她

便坚持到底。她淡泊名利：无论在原子能所还是

在高能所，她指导的研究工作，经她修改过的论

文，不计其数，但她从不署名；她是中国核物理

界的象征性人物，也是女科学家的杰出代表，然

而她始终谦虚低调，质朴无华，很少接触媒体，

更不愿意被拔高宣传。她爱才惜才：敢于破格提

拔人才，有人受了委屈，她会挺身而出，打抱不

平。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都十分节俭：用旧

牙刷柄自刻印章，用剩余的皮料自制钱包，用穿

糖葫芦的竹棍自制掏耳勺……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对科研工作作出评价

时，何泽慧先生主张，成绩要用所花的钱来除

一下。

何泽慧先生具有敏锐的科学洞察力，工作细

致、耐心，在科学实验中从不放过任何一点异常

迹象的探索精神，以及对新现象作出正确分析的

本领高于常人。她经常告诫和鞭策我们：“立足

常规，着眼新奇”，要求我们在脚踏实地中做出

创新水平的工作。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采访时，主

持人问她是怎样实现那些“著名发现”的，何先

生淡然一笑平静作答，“只要细心工作，总是有

发现的”。

2006年，92岁高龄的老人欣然提笔为振华女

校百年校庆写下了“爱国奋进”，这四个字也正

是钱三强、何泽慧夫妇毕生之写照！

何泽慧先生为苏州振华母校百年校庆题词 (2006年)

后记 我大学毕业时年22岁，有幸进入何泽慧先生领导的中子物理研究室，之后伴随研究机构的变化，

一直跟随何先生学习和工作了17年，那些难忘的岁月留给我太多珍贵的记忆。作为亲历者，何其有幸！

世上走得最快的便是时间，转眼我也从青年步入暮年。今日诉诸笔端的虽然只是浮光掠影，但我

想，何泽慧先生那一辈人所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们的事迹和贡献早已深入人心，载入史册，永

远定格在真正懂得他们价值的人们的心中！

谨以此文，献给各个历史时期奋斗和奉献在科研战线上的中国女科学家们！

写于2016年春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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