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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

卓益忠先生，福建罗源县人，

理论物理学家，我心中敬爱的良师

益友。他物理思想活跃，在核物

理、统计物理和生物物理的理论发

展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

核事业和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

核数据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我国镇

国重器后时期核物理基础科学研究

的开拓者之一。

卓益忠先生1932年1月24日出

生，2017年1月29日辞世，享年86

岁。他1951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

系，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

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倾其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1956年至1959年卓先生在苏联

科学院物理问题研究所理论部学

习。1964年至1966年作为访问学者

在丹麦玻尔研究所从事原子核理论

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访问玻

尔研究所的中国学者之一。在受到

西方全面封锁的年代里，玻尔研

究所几乎是唯一向新中国学者开

放的西方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开

放出国潮之前，中国学者先后有多

人在玻尔研究所工作过。我们应当

记住这座世界级科学学府对我国学

者早期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的宝贵

贡献。

得知老朋友去世的消息，杨福

家先生来信告诉我：“这两天，一

直在思念益忠。我 1963 至 1965 年

在丹麦，1964年益忠来了，我们住

在同一套公寓。他会烧菜，我的生

活大大改善。1973 年我们一起陪

Aage Bohr 访问贵所，钱三强主

陪。益忠是一个友善的人，一心搞

学问的人！”。再后来，卓先生又在

西德马普核物理所(MPI)，日本东

京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和德国重离

子研究所 (GSI)等著名国际科研中

心工作过。

20世纪60年代初，卓益忠主要

从事国防科学技术相关的核数据研

究，他参与编评的数据资料成为有

关方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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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是留学生党支部的负责人。我

和他关系还好，回国后去过他家几

次，他夫人郑宗爽就在原子能所工

作。以后他当了科大校长，显得很

傲气，就没有再和他来往了。你知

道我这个人喜欢与人平等相处，不

喜欢别人从高处俯视自己，所以以

前的一些熟人，一旦当了官，摆起

架子来，也就不再来往了，如曾经

和我一起在玻尔研究所和日本工作

过的一位同志。

根据卓益忠以上叙述，朗道不

接受他为研究生似乎与其想来中国

访问受阻有点关系。经查文献，知

道另一位苏联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

塔姆1958年曾来中国访问。1958年

卡皮查在物理问题研究所为朗道 50

岁生日举行的庆祝会讲话中，曾经

说过“多年来我对我的理论室主任

非常满意，也努力为他创造各种条

件；只有一件事我做不到，那就是

为他提供出国机会，不过你们也知

道我自己也无法出国”。从这段话看

来，朗道对没有被批准出国的确相

当在乎。事实证明，如果朗道真的

说过流传的那句话，那他不免过于

武断。卓益忠同志的科学成就，陈

永寿的纪念文章中已经做了全面的

总结。在我看来，卓益忠同志用他

一生的辛勤劳动，令人信服地证明

了他是一位为国家原子能事业作出

重要贡献的理论物理学家，值得我

们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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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原子弹炸响，仅隔 2年，1967

年 6月 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随

着两声巨响，中国核事业告别了一

个特殊阶段，开启了镇国重器后时

期的核事业。新时期的特点之一是

大批核科学人才需要转向核物理及

交叉科学的基础研究。这是核科学

发展的历史规律，是由核大国成为

核强国之道，也是发展和强固核科

学队伍之道。我们知道，1963 至

1964年分配到原子能院的大学生有

600 人之多，主要来自几所名牌大

学，人才已远超当时任务性工作的

需要。保留和发展一支强大的核物

理科学队伍，是中国核事业持续发

展的需要。美国“曼哈顿计划”

后，即世界上头两颗原子弹分别在

广岛和长崎爆炸，该计划催生的几

个“科学婴儿”都变成了美国能源

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例如美国橡

树岭国家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它

有光荣的核背景，而今已发展成国

际著名的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多学科

研究中心。卓益忠先生是特殊历史

背景下原子能院核物理基础研究的

领军将才，他对我国核物理基础科

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5

年，“核工业部核数据中心”在我院

成立，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

机构(IAEA)后，更名为“中国核数

据中心”。核数据工作，从任务性转

为基础核数据研究，主要是有重点

的系统性的核数据评价和建库。卓

益忠在任核工业部核数据中心副主

任时，领导核数据基础理论研究

组，并与全国众多高校的核数据科

研点协作，开展了相关核理论模型

研究，建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核理

论模型和计算程序。这些理论模型

及相应的计算程序系统，在直至今

日的核数据计算、评价和建库工作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卓先生晚年

时曾对我说过，他最满意的工作是

核数据基础研究那一段时期。一些

年轻学者们，包括卓先生的不少学

生，主要还是对卓先生在发展核物

理、统计物理和生物物理理论方面

的贡献有深刻印象。在这里，我要

特别点赞卓益忠先生对核事业和国

防科学技术事业的基础核数据研究

的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初，卓益忠先生

被任命为原子能院理论研究室(原四

室)主任，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研

究。这正是我国镇国重器后时期核

物理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阶段，也

是原子能院的重离子串列加速器建

设和投入运行时期。卓先生深知核

事业的这一发展规律，他带领大批

从若干著名高校分配来的年轻人，

积极开展核物理前沿领域的基础学

科研究。“文革”之后，原子能院的

核物理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

有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有一定影

响。原子能院理论研究室，继承了

原第四研究室的光荣传统，成为了

我国当时数一数二的核物理理论研

究团队，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原

子能院的理论核物理在镇国重器后

时期取得的杰出成绩，是我院几代

学者努力的结果，而作为领军人的

卓益忠先生，更是功不可没。

卓益忠先生长期从事原子核理

论的基础研究，对原子核裂变理

论、原子核非平衡统计输运理论、

光学势理论、激子模型等问题开展

了深入的研究。60岁以后，卓先生

又对生物物理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

和深入的研究，在DNA热变性、分

子马达、辐射生物学、光合系统以

及物种演化等多个研究领域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卓先生晚年作为

客座教授，对河北工业大学生物物

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

帮助和指导。卓益忠先生的这些基

础科学研究工作，为我国核物理和

生物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卓先生曾荣获1978年科学大会

奖、吴有训物理学奖、国家科学进

步二等奖等。我还要特别提出的

是，卓益忠先生对年轻人才的热情

关爱和悉心培养，值得我们永远记

住和学习。他的一大批学生中，有

不少成长为学术带头人、大学教授

及大学校长。

回想我来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

作时，卓益忠先生是理论室老室主

任之一，我一直在卓先生的领导和

关怀下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

在物理研究部任副主任时，有更多

机会聆听卓先生的教诲，包括对国

际核物理学术动态的分析，对我院

基础科研发展方向的战略思考等。

卓先生在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工作

方面的指点，使我受益匪浅。他

的严谨治学精神、谦和品格、平

等待人的长者风范，对年轻人的指

导和提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本人也得到过卓先生的特别关爱

和多方面的帮助。我钦佩卓先生的

博雅学识和人品，他是我心中最

敬重的长辈科学家之一，是良师

和益友。他的与世长辞，令人极

其沉痛。

卓益忠先生的毕生精力贡献给

了科学事业，贡献给了国家。他淡

泊名利，默默耕耘，以自己的言行

为科学工作者树立了治学和为人的

榜样，我深深地怀念他。

卓益忠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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