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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陆学善先生诞辰 ’%% 周年!

梁! 敬! 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

!! $%%& ) %( ) ’( 收到

! ! 陆 学 善 字 禹 言，

’*%& 年 * 月 $’ 日生于

浙江湖州，’*(’ 年 & 月

$% 日在北京逝世+ 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晶体

学家+

’! 生平

陆 学 善 先 生 出 身

贫苦，他周岁时父亲因

病去世，母亲在纱厂做工，生活艰苦+ 由于先生勤奋

聪敏，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和学校的赏识，使得有机

会深造+ ’*$" 年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浙江之江大学，

提高了英文水平，翌年进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 后

改为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这是我国当时南方的

最高学府+ 陆先生在该校一直因品学兼优而获得奖

学金直至毕业+ ’*$( 年毕业后随吴有训先生到北平

清华大学任助教，探讨研究当时发现不久的电子衍

射现象的理论和实验，以及建筑声学中交混回响时

间过长的现象和改进措施+ ’*"% 年陆先生成为吴有

训先生的研究生，在研究生期间他主要从事物质与

射线相互作用的研究+ 在对多种原子气体的 , 射线

散射强度的实验中表明了引入非相干项的重要性，

从而验证了康普顿 ) 吴有训效应的正确性+ 此外，陆

先生对醛类物质的拉曼效应强度关系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 由于陆先生在这些研究工作中的优异成绩，曾

两次获得 ’*"% 年和 ’*"’ 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会乙种科学研究补助金+ ’*"" 年以优异的成绩完成

了题为“多原子气体所散射 , 射线之强度”的研究

生毕业论文，在《中国物理学报》第 ’ 卷第 ’ 期上发

表，并被选派出国留学深造+
在出国前的半年时间里，陆先生在北平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任助理员，进行了关于乙酰基丙酮的磁

光色散以及压力对 ! 射线照相影响的研究，获得满

意结果，并发表了相应的学术论文+ ’*"# 年夏天，陆

先生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诺贝尔奖获得者

-+ .+ 布拉格教授主持的晶体学研究室从事金属 ,
射线晶体学的研究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出

色地完成了 /0 ) 12 二元系合金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博士学

位，成为第一代从事 , 射线晶体学研究的物理学

家+ 陆先生学有成就之后，并不留恋国外良好的工作

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是抱着建立和发展我国

晶体学的愿望，于 ’*"3 年底偕夫人返回祖国，任北

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上海）研究员+
抗日战争期间和胜利之后，在十分困难的工作

条件下，陆先生仍然竭尽全力的研究压力的照相效

应，点阵常数的精确测量，并从事物理学名词的审定

和科学名著《理论物理学导论》的卷一和卷二《柔体

力学》的翻译工作，还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物理

系主任+ 陆先生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中国物理学会

上海分会的活动，曾任中国物理学会上海分会理事

长，《科学》杂志特约编辑和编委+
全国解放后，’*#* 年 ’’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

次年陆先生应邀赴京参加了各研究所的机构调整、

发展方向和新所建立等问题的讨论+ 根据国家的需

要，调整和改组了各研究机构，他负责的原北平研究

院镭学研究所（上海）晶体学研究室迁京+ 陆先生被

任命为应用物理研究所（ 即现物理研究所的前身）

副所长+ 一年后，严济慈先生辞去所长职务，他被任

命为代理所长，并兼任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兼秘

书长+ 由于操劳过度，’*&# 年 ’% 月，陆先生突患急

性心肌梗塞症，他辞去领导职务，一心扑在工作，培

养研究人才+ ’*&3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

委员，全国第三届政协委员和第三届人大代表+ 这时

陆先生虽身患重病，仍然继续开展 12 ) /4 ) 56 三元

合金的研究和指导年轻同志工作+ ’*&7 年 " 月，应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秘书长的邀请，赴莫斯科参加苏

联第二届晶体化学会议，并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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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 铜 ! 镍三元合金系中 ! 相晶体结构”的报告，

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扬"
#$%& 年的“双反”运动以及 #$’’ 年开始的“ 文

化大革命”，陆先生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

威”受批判" 研究工作被迫停顿，全家住在一间 #()(

的朝北小屋，即使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于对

科学事业的热爱和培养青年科技干部的赤热的心，

他以顽强的意志，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资料，编写

了《激光基质钇铝石榴石的发展》一书（#$*( 年 ’ 月

科学出版社），并为从事晶体生长工作的同志举办

相图知识讲座，以提高业务水平"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陆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顾问" 他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工作，在

点阵常数的精确测定，粉末衍射指标化的新图解法

及其计算程序，+ 射线衍射法测定德拜特征温度，以

及金属和金体系的研究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出色的

成绩" #$&# 年 % 月 (, 日，陆先生在参加中国科学院

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期间，因病不幸突然逝世，一直

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主要学术成就

陆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

的有以下两方面"

!" #$ % 射线粉末衍射在金属合金中的应用

早在 (, 世纪 ., 年代陆先生在英国就读博士学

位时，在 /0 ! 12 二元系相图的测定工作中，依据单

相区点阵常数随成分连续变化，两相区保持不变的

原理，创立了利用点阵常数测定相图中固溶线的方

法，至今仍为国内外相图工作者广泛沿用，并为《 金

属物理》以及《+ 射线晶体学》教学参考书作为一种

经典方法加以引用"
五六十年代，陆先生在合金相中发现了一类由

1310 型结构为基本结构单位，空缺的有序分布所形

成的超结构相，并指出这类超结构相是由基本结构

单位的平均价电子数所决定" 例如在 /0 ! 14 ! 56 三

元系中，宽广的成分范围内存在着结构关系密切、空

缺有序分布、沿 ! 轴形成 #, 层、## 层⋯⋯#* 层 & 种

不同结构类型的超结构相，这是经深入细致研究后

得出的高精度、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一个相区内，

晶体单胞随成分不同而经历了 & 种不同的变态，而

且变化时原子排列都服从一定的规律" 这种现象不

管在二元或三元金属间化合物中都很少被发现过"

正因为这样，这一结果被“ 金属合金的晶体化学与

物理”方面的有关专著所收录，作为典型的例子加

以引用" #$%* 年，在莫斯科苏联晶体化学会议上得

到好评" /0 ! 56 体系理想成分为 /0.56(合金相，它是

由 . 个 1310 型赝立方单胞所组成，其中 # 个立方体

的中心有规则地空缺着，是一种新型缺陷结构" 在理

想成分富 /0 一端为代替代式固溶体，而富 56 一端

则为填隙式固溶体" 这种在一个相区中存在着两种

固溶体类型，以及（56，17）. /08 对晶体结构都进一

步证实了先生所提出的在合金相中存在着一类超结

构相，它是由基本结构单位内平均价电子数起主要

作用的观点"
在金属合金体系有序化的研究工作中，陆先生

用 + 射线衍射方法十分深入、细致、系统地研究了

14 ! /4 二元系超结构问题" 从实验上证实了 14/4.
超结构相的存在，证明了有序两相共存区是由同一

种化学成分的两种不同堆垛形式所组成的亚稳相"
他发现经过长时间热处理的合金，除在等原子 14/4
成分附近存在着 14/4 ! 9 四方超结构相外，在富 14
和富 /4 区域里也存在着 14/4 ! "相，即在室温

14/4 !"四方超结构相重复出现三次" 此外，他还

发现，不但在 8,, :上下存在 14/4 !#正交超结构

相，在室温两个成分范围也存在 14/4 !#相" 同时

堆垛层错数除了通常所认为的 #, 层外，还存在着更

高层的堆垛层错数" 他详尽地讨论了 14/4 !#超结

构衍射线的面指数出现规则和它同 14/4 ! 9 超结

构的对应关系，提出了用 14/4 ! 9 转变为 14/4 !
#的劈裂双线的线间距来测定 14/4 !#堆垛层错

数的方法，并发现了超结构相有序度等一系列从未

发现过的现象，从而丰富了有序化超结构相形成的

实验和理论"
(, 世纪 ’, 年代开始，在国际上对 ;< 和稀土合

金研究得尚不多的情况下，陆先生即已开始用 + 射

线衍射和热分析方法测定了一系列 1< ! 过渡族金

属体系的相图" 对其中的一系列新相进行了晶体结

构分析工作，并随后开始进行稀土合金的研究" 这些

研究对于探索新材料和开发 ;< 和稀土合金的应

用，以及合金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射线粉末衍射方法的发展

陆先生仔细分析了粉末照相法产生误差的原

因，提出了修正偏心与吸收流常数的方法，使粉末照

相法点阵常数测量的精度达 (, 万分之一" 这一精确

度属当前粉末法测定点阵常数的世界先进水平"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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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提出了 ( 射线粉末衍射指标化的一种新图解法，

它适用于四方、六角、正交和单斜晶系) 这一方法的

贡献在于提出了等原子曲线概念，限制了指标化的

多解，使指标化结果快速可靠) 他用新图解法的思想

编制了计算机程序) 这是国内首次用电子计算机程

序对未知结构粉末衍射图谱进行指标化的工作) 他

还提出了用 ( 射线衍射强度的准确测量来测定晶

体的德拜温度，以及德拜特征温度的各向异性与非

均匀性的新方法) 这种方法在原子参数已知的情况

下，只需要收集一个温度的衍射强度，即可求得特征

温度)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所有原子都占据特殊无

参数位置的晶体结构) 以上这些工作对于发展多晶

( 射线衍射方法作了有益的贡献)

"! 人品与风格

陆先生出身于贫苦家庭，生活俭朴，刻苦耐劳)
他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爱国

热忱) 在日本占领上海的艰苦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安

危，想方设法完好地保存了科研工作所必需的仪器

设备) 虽然在解放前的旧中国科研和生活条件十分

艰难，他毅然谢绝出国工作的邀请，留在国内) 在上

海解放前夕，与上海科技界人士一道，有效地保护了

科研资料和设备，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陆先生热爱科学事业，即便在“双反”、“文化大

革命”的逆境中，在身患严重心脏病，生活和工作条

件十分困难，实验研究工作不能进行的情况下，仍然

坚持在斗室中以床代椅，仔细查阅并摘录了大量文

献资料，编著出富有参考价值的书籍) 例如《 相图和

相变》一书，’**% 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作

为遗著出版) 一旦条件许可，他更是大力培养新生力

量，招收研究生) 他对学生要求严格，精心培养，认真

细致，具体指导) 他对待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精

益求精) 对于实验数据都亲自核对) 他撰写和修改的

研究论文都仔细推敲，在确定无误后，才考虑发表)
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自实践，以实验物理作

为主要研究方向)
陆先生虽为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但仍勤奋好

学，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他晚年仍然

孜孜不倦地学习计算机算法语言，把计算机用于解

决粉末衍射图谱指标化工作) 同时还修法语和日语，

以不断接受新事物)
陆先生热爱工作，也热爱生活，他喜欢在空余休

息时间种花植草) 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

词) 他能背诵大量优秀文学作品，常写诗词以自娱)
对我国古代文物、金石等有很高的鉴赏能力)

陆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晶体学家，他献身科学的

精神，热爱祖国的品德，勤奋学习的态度，三严的治

学作风，永远是我们崇敬和学习的榜样)

致谢! 本文参考了王冰同志撰写的《物理学家陆学

善先生传略》一文（中国科技史料，’*++（"）：,-），得

到陆学善先生夫人王守瓈先生生前的建议和中国科

学院院士章综先生的帮助，并认真审阅全稿) 谨此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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