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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林兰英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半导体材料学家、物理学家，"##$ 年 $ 月 % 日 &$ 时因病医治无

效在北京逝世’ 她 &()* 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二、三、四届中国

科协副主席；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第三、七、八届人大常委’
她从事半导体材料制备、探索及材料物理的研究工作 %# 余年，是中国半导体材料科学和技术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对我国研制成功锗、硅元素半导体单晶材料、锑化镓、锑化铟、砷化镓、磷化铟等

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开拓我国太空砷化镓单晶材料的试验与特性研究方面，成绩

卓著’
林兰英院士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半导体材料科学事业，为我国的半导体材料科学事业

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的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她不懈努力和推动下，我国半导

体材料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为表达我们的哀思和怀念，在此特刊出纪念文章以及她生前写的《 四十年峥嵘岁月》一文’ 这

些文章反映了林兰英院士一生的科研经历、追求及取得的成就’ 她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民族自尊心，

以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虚怀若谷、不计名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和科学精神在文中

也可窥一斑，这也是她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 "##$ + #, + "( 收到

本文写于 "### 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 %# 年所庆之际

四十年峥嵘岁月!

林! 兰! 英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北京 &###,$）

! !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 %# 年了，%# 年

来全所几代人辛勤工作，从无到有，为开创和发展我

国半导体科学，为建立我国半导体工业的初步基础

以及将半导体技术应用于国防军工作出了重大贡

献’ 作为我国第一代半导体材料科学研究人员，为此

而感到欣慰’ 追忆四十多年的峥嵘岁月，我感到最值

得珍惜的是当年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在庆祝半导

体研究所四十周年生日的时候，写出这篇短文与老

同志们一起回味共同经历过的甘苦；希望年青的同

志们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让半导体研究所对国家

作出更大贡献’
&()* 年初，我从美国回来，过了一些时候就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半导体研究室工作，它就是

半导体研究所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是在

旧中国中央研究院的旧址扩建的，原中央研究院的

建筑面积大约只有物理研究所的五分之一’ 国民党

留下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烂摊子就可想而知了’ 半导

体研究室成立才一年多，全室 "# 多人’ 我在半导体

材料组’ 组里有七八个人，只有一个实验室，里面摆

了两台拉单晶的炉子’ 另有一间 &% 平方米的办公

室，里面放满了 - 张三屉桌，外加一个书拒，进出常

常需要喊“劳驾”’
我住在城里交道口小三条的一个四合院里，居

住在 东 西 向 的 三 间 不 大 的 居 室 里，总 面 积 大 约

$)." ’ 全家五口人，外加远在福建的外祖母的生活

都由我来负担，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 "#* 元人民币，

一直到 &(*, 年没有增加一分钱’ 每当有人提起生活

待遇的话题时我说：“如果要钱的话，我就不用回来

了’ ”当时，什么都不顾，就是一心要把国家建设得

更富强’
&()* 年秋天，我们材料组拉制成功了中国第一

根锗单晶’ 之后，我们又用一个月的时间研制出 / 型

和 0 型的锗单晶各一公斤，提供给北京电子管厂生

产半导体收音机所需的锗晶体管’ &(), 年我国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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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体收音机诞生了&
硅材料是制备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芯片最重要的

材料& #$ 世纪 ’$ 年代初期，美国已经基本停止锗单

晶的研究、生产，正在不遗余力地研究硅单晶的生

产& 当时我国制定的“国家 %#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

规划”里，要在 %$ 年之后才有可能着手半导体硅单

晶的研究& 我就在想，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怎么

就不行呢？就不能快一些？我很快向领导提出了研

制硅单晶的建议，立刻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支持，而

且，说干就干了起来& 但是，也真难呐！一穷二白要

什么没有什么& 拉硅单晶要用氩气作保护气，西方禁

运，国内又不能生产，我决定在高真空下拉硅单晶&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干得十分辛苦，常常日以继

夜，三顿饭都在办公室吃，困了就伏在桌上打个盹&
经过了多少的失败和挫折，终于在 %(’) 年国庆前

夕，生长出了中国的第一根硅单晶& 第二步就是搞生

产硅单晶的开发研究& 我国不能生产石英坩埚，从国

外买不到& 一年以后，我要用在苏联讲学得来的报酬

买几支石英坩埚，也没有办成& 回来以后，我就去找

聂荣臻副总理汇报工作，希望国家能大力支持北京

玻璃厂，赶快把石英坩埚试制出来& 要想批量生产高

质量的硅单晶，要有好的单晶炉& 但是苏联卖给我国

的硅单晶炉又笨又重，安装不方便，因经常要移动，

影响籽晶杆对中不断变化，热场均匀性的不断改变

⋯⋯，不好用& 我决心设计中国自己的硅单晶炉& 朝

思暮想，灵感终于产生于普通的衣柜门& 对！造开门

式单晶炉& 我带领几名刚分配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

到工厂去，和工人师傅相结合，把开门式单晶炉设计

并制造出来了& %(*# 年初，第一次试拉单晶时，就拉

出了我国的第一根无位错的硅单晶，单晶质量接近

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单晶炉荣获了国家级新产品

奖& 日本人闻讯十分吃惊，他们点名邀请这台硅单晶

炉参加东京国际工业博览会展出& 在大厅里，中国产

的硅单晶炉一时成为众人瞩目的展品& 在国内，生产

了 ($$ 多台，最远销到东欧的罗马尼亚等国& 正因为

我国有了硅单晶，后来才有高频小功率管、高频开关

管、高频功率管等多种平面晶体管的问世，这使我感

到无限的欣慰！

材料是“先行官”，它需要材料科学家以超前的

意识去无止境地探索& %(*$ 年，中国科学院半导体

研究所成立，我担任材料研究室主任& 正是基于上述

的想法，我立刻提出在高速器件和光电器件领域，开

展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砷化镓单晶制备的研究工

作& 最初，并非人人都同意这个建议：太超前了！恐

怕 #$ 年以后也用不上，也分散兵力呀，等等& 我坚持

自己的意见，建议最终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于是，从

%(*$ 年开始制备砷化镓单晶的研究工作& 当时国家

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各类物资奇缺，没

有起码的实验条件& 用砖头垒两个垛子，支起一块木

板就当实验台& 屋子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热，炉子

还要烤，连电扇也没有，我出了一身痱子& 最初的日

子里，反应管经常爆炸，有时炉子都炸坏了，屋子里

弥漫着可怕的砒霜雾& 合成关通过了，又经过一年多

的努力，到 %(*# 年秋，我所在全国首先生长出砷化

镓单晶& 电子迁移率达到 +)$$,-# . /·0，是当时国

际上的最高水平& 当年，世界上第一支砷化镓激光器

问世 了& 由 于 我 们 有 了 砷 化 镓 单 晶，所 以 我 所 在

%(*" 年就研制出了砷化镓激光器&
几十年来，我们材料研究室总是以侦察兵的眼

光注视着新技术出现，以“ 先行官”& 的使命感冲锋

在最前面：

%(*$ 年，研究出硅外延材料，为集成电路和硅

的微波器件提供了物质基础&
%(*% 年，生长出锑化铟单晶，%(*# 年，其迁移率

就达到了 * 1 %$’,-# . /·0，与英国的水平相同&
%(22 年，研究出 343 硅外延材料，%()* 年，促

成了用 343 研制抗辐照的 5643 集成电路，%(($ 年

将抗辐照的集成电路用在长寿命通讯卫星上&
%(2( 年，研制出我国的第一台高压单晶炉和第

一根 789 单晶&
%()2 年，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双束离子束外延

设备&
($ 年代后期，研制出双异质结 34: 外延材料&
砷化镓单晶非常有用，但是砷化镓器件的成品

率极低，这与材料纯度很低有关& %(2" 年，我决定要

突破砷化镓纯度，将研究方法转向气相外延和液相

外延& 粉碎“ 四人帮”& 后，才得以专心致志地攻关&
我们从基础做起，研制高水平的外延生长系统，从机

理上弄清影响纯度的科学问题& 一时间工作的进度

比兄弟单位稍慢一点，纯度攻关任务的争取受到影

响，我想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肩负着攀登科学高峰，

为国争光的任务& 经过了八九年的努力，气相外延和

液相外延同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气相外延

的结果被收入了美国出版的“ 砷化镓手册”& ，至今

保持着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们研制出了美国

贝尔实验室不能提供的高纯 ; 型液相外延材料，被

国际半导体学术界的许多科学家誉为国际最高水

平& %()# 年，这项成果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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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几年后，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地面生长的砷化镓体单晶材料存在均匀性差、

点缺陷多和纯度差、稳定性和重复性差等三大难题，

这是国内外都没有解决的难题! 是否能够通过空间

生长砷化镓单晶来解决砷化镓材料研制的难题呢？

德国有关方面知道了我的想法后，"#$% 年 $ 月，邀

请我去德国与缪勒教授具体讨论空间材料合作事

宜! 缪勒也没有在空间生长过砷化镓单晶，在砷化镓

材料的地面研究方面不如我们经验多! 可是，他很傲

气，与德国科技部门领导的意见大相径庭，没有一点

合作诚意! 也许换一个人就很不在意，我可受不了!
我就不相信，你们能干，我们就不能干! 我发誓：一定

要干出样子来给你看一看! 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就开

始构思利用中国返回式卫星在微重力下生长砷化镓

单晶的设想!
这个设想得到了航天部和有关专家的的大力支

持! "#$& 年 "’ 月，我们与航天部合作，利用我国返

回式卫星，在世界上首次在太空从熔体中生长出了

()*+ 单晶，开拓了我国的微重力科学新领域! 以后

又四次完成了砷化镓单晶的空间生长飞行实验! 国

际同行认为，我们的结果充分说明了空间生长的砷

化镓的优越性，促使他们下决心开展空间生长的砷

化镓的研究! 中国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敬! 美国国家

航空和航天局（,)-./0)1 *23/0)4-.5+ )06 78)52 *69
:.0.+-3)-./0，,*7*）的国际著名华裔微重力专家李

杰信博士高度赞扬说：“ 这是以中国人民勤劳节俭

的精神创造的杰出科学成果! ”"#$# 年，这项成果获

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年，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组织了与电子部合作，利用空间生长的半绝

缘砷化镓单晶制造了微波低噪声场效应晶体管和模

拟开关集成电路! 经过充分的研究证明，空间生长的

半绝缘砷化镓单晶的全面电性能均超过了常规 ;<=
半绝缘砷化镓单晶! 这表明空间材料研究具有光明

的应用前景!
目前，我国半导体工业水平与我国的大国地位

极不相称! 我所潜心做的一件事就是促进我所半绝

缘砷化镓单晶开发，形成小批量的生产能力，为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 我也愿意尽有生之年的微薄力量，促

进我所的材料科学顺利发展!
全所同志们，青年们努力吧！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刘力老师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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