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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李方华先生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她

是我最敬仰的女科学家之一。我认识李方华先生

大约在五十多年前。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

有较多的接触。她

在我的心目中是一

位专心致志于工

作、十分平易近

人、学术水平很高

的科技人员。

李先生的主要

专业方向是电子显

微学。从事这一领

域的研究工作，一

方面要有很高的学

术水平，否则连选

题都很困难；另一

方面又要能掌握很

高的实验技术，能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别人难

以观察到的实验结果。她和她带领的团队是一个

研究与技术结合得很好的研究组。李先生长期以

来亲自做实验，一直工作在实验第一线，孜孜不

倦。她们先后在准晶、高温超导体和氧化物等领

域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为此，李方华先生

荣获了各种类型的多项奖励，其中包括经中国物理

学会推荐获得的2003年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

李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周围经常有各种人与

她讨论问题。记得有一次我想弄清物理所如何管

理好大型设备的问题，我找了李先生。她告诉

我，有大型设备（如电子显微镜）的研究组，首

先是要使大型设备在达到较高技术指标下正常可

靠运行，这样就需要高水平的技术人员负责管

理，同时要用好这类大型实验设备需要高水平的

研究课题，这就需要高水平的研究人员。李方华

先生在这方面有深切体会，她以经验告诉我运转

好这样的研究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密切配

合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还多次讨论物理所在培养

高水平年轻人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他们作用的

问题。据我所知，她曾为多名年轻人能脱颖而

出，在学术上充分发挥作用，进行了许多具体工

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先生不仅实验技术卓越并且有很好的理论

修养。在她的研究工作中，提出把获得的样品电

子衍射、电子成像、X射线衍射的信息有机地结

合起来，加以处理，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处理方法，

极大地提高了高分辨率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我

记得，在二十多年前，用她发展的方法，把高分辨

率电子显微镜的分辨能力提高了一倍，从0.2 nm提

高到 0.1 nm的分辨率。这在当时是一项了不起的

成就，也说明了李先生具有很高的理论修养。

庚子之春，痛失故友。李方华先生安息吧！

怀念李方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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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李方华先生在物理所D楼

前合影

1989 年 5 月作者与李林先生、李方华先生共同接待国际

著名电子显微学家桥本初次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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