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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平和实验能力& 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优秀的科

学家脱颖而出，其中有许多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使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后继有人&
王老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

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他深知发

展核工业，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命运，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意义，一切应以祖国利益为重& ./01 年，已在

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决定返回祖国& 他说：

“我首先是中国人& 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到

祖国为她服务& ”他无私奉献，将个人利益置之度

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抗战爆发时，他挨家挨户宣

传抗日，并毫不犹豫地捐献出自己家里的积蓄和首

饰& 上个世纪 23 年代初，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他又将

自己在前苏联工作期间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卢布全

部捐给国家& ./2. 年，王老已经是蜚声中外的著名

核物理学家，但在党和国家的需要面前，他毅然表示

愿“以身许国”，献身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并为此

隐姓埋名，默默奋斗了 .2 年& ./45 年他将获得的国

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奖金，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

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 .//2 年 1 月，他又捐

资在原子能院设立基础教育奖励基金& 王老为人谦

逊质朴，一直保持严谨的科学作风，求真务实，思想

活跃，不断开拓创新& 他的一生，是为我国科学事业

献身的一生，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 ./6/
年，65 岁的王老终于实现多年的夙愿，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核工业发展的光辉历程中，产生了许许

多多像王老这样杰出的核科技工作者，他们用自己

的一生换来我国核工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伟

大成就，突出体现了“ 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

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

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光辉业

绩和崇高风范将永远载入核工业儿女为国奉献的光

辉史册&
今天，党中央对发展我国核事业做出了新的战

略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 核工业进入了一个加快发

展的新时期&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肩负着国家战略

核威慑力量建设、确保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承担着

加快发展核能，打造民族核电品牌，不断提高核科技

创新能力的重要职责& 我们新一代核工业人一定要

以王老为榜样，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核工业人的优良

传统，不断前进，开拓创新，为实现我国核工业又好

又快又安全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王淦昌老师———我国惯性约束聚变

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纪念王淦昌老师诞辰 .33 周年

胡- 仁- 宇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绵阳- 25./33）

- - 王淦昌老师是一位杰出的核物理学家& 他自幼

热爱科学，在近 63 年的科学研究生涯中，贡献是多

方面的& 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基础研究领域有：13 年

代初，在国际上第一个提出《 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

议》；73 年代在国内首创并奠定我国宇宙线研究的

基础，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利用多

极云雾室研究粒子及其相互作用，获得一大批奇异

粒子事例，使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

行列；73 年代末，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

工作时，领导一个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

超子———反西格玛负超 子等等；23 年代初，他参加

了我国突破两弹的重大任务，为此立下了不可磨灭

的功勋，并开创了我国核武器物理实验研究的新领

域，为后来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43 年代中，根据

当时国际形势与发展趋儿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

允一起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很快被采纳

并形成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一直沿续到今

天，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我着重回顾一下他在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

究领域的贡献& 王老师是我国这领域研究的创始者

和奠基人& 晚年，他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倾注了大部分

精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 .//5 年 7 月，在一次会

议上，当李政道问到他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研工

作中，哪项最为满意时，他的回答有些让人意外，他

没有提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也没有提关于探测

中微子的建议，而是认为对 ./21 年提出的激光引发

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 原因是，他认为这在当

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后来成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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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性约束聚变的重要研究领域，第一次有可能在地

球的实验室里创造出类似星球内部的高温高压条

件，开辟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有可能使人类实现热

核聚变的和平利用-
45#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对发现激光

作出贡献的科学家- 当时王老师正在从事原子弹的

研制- 他注意到激光强度大、方向性强这些特点，心

想如果把激光和核物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发生新

的有趣的现象- 经过深入思考，他撰写了《 利用大能

量大功率光激射器产生中子的建议》- 这年年底，王

老师刚好遇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从事高功率激

光研究的邓锡铭同志，就把自己的设想告诉邓，邓非

常高兴，认 为“ 这 是 实 现 激 光 应 用 的 一 条 重 要 路

子”- 王老师指出的研究方向，给上海光机所从事高

功率激光器研制的科技人员很大的鼓舞，并很快得

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的赞成和支

持- 这样，在王老师的倡导下，我国激光约束聚变领

域的初期预研工作就起步了- 当时由于保密原因，我

们并不知道外国科学家在这领域做了些什么工作-
若干年后，我们才知道，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也在这

段时间里提出类似的设想，应该说，王淦昌老师是独

立于美苏科学家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

设想并亲自在我国组织力量开展这领域研究的- 他

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遗憾的是“ 文化大革命”延缓了我国惯性约束

聚变研究工作的进度- 直到 45&" 年上海光机所才利

用 4%4%7 的单路钕玻璃激光照射氖冰靶产生了中

子- &% 年代末，上海光机所建成了六路钕玻璃激光

系统-
另一方面，45&$ 年，美国科学家 8.29://; 第一

次公开发表惯性约束内爆的论文- &% 年代中期，九

院科技人员在王淦昌老师和于敏的推动下，开始组

织科研人员从理论和实验两方面，探索利用激光惯

性约束聚变产生高温高压条件开展极端条件下物理

过程研究的可行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王老师一

方面更清楚地认识到这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同时又

对国内的现状感到不满意- 主要是从事高功率激光

研究的上海光机所的科研人员和从事等离子物理理

论研究和诊断、实验工作的九院科技人员之间，过去

几乎没有联系，对彼此的工作互相不了解，如长此以

往，这一领域的研究将遭受重大损失-
45&& 年 4$ 月，王淦昌老师以九院副院长的身

份，带领九院从事高能量密度物理研究的一、二、九

所的科研人员到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学习，并商谈两

个单位合作开展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有关事

宜- 通过这次交流，九院的科技人员参观了上海光机

所的高功率激光实验室，氙灯制备，钕玻璃熔炼加工

车间，并听取了有关高功率激光器的学术报告；于敏

同志做了有关惯性约束聚变的学术报告- 经过学习

和讨论，大家认识到激光惯性约束聚变是一项复杂、

庞大，要求精密，投资高的大科学工程，它包括驱动

器（激光器系统）研制、理论研究、物理实验、诊断技

术和靶的制备等多方面工作，需要理论、实验、技术、

工程的共同支持- 而上海光机所与九院两个单位在

这项研究中正好是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 在这次讨

论过程中，王老师一再强调两个单位合作的重要性，

提出“合则成，分则败”-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科技

人员对今后如何开展我国激光惯性约束聚变工作进

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初步拟定在嘉定共同投资

建设一台 4%4$7（$ < =%%>）的激光器（ 即后来称为

神光 ? 号的激光器），利用这台激光器，双方共同开

展激光与等离子相互作用的研究- 通过这次交流，上

海光机所正式启动 4%4$ 瓦高功率激光器的物理设

计，而九院也开始全面部署理论、诊断技术、制靶等

各方面工作-
为了使这领域的工作能得到长期稳定的经费支

持，还要得到有关上级机关的批准- 为此，45&= 年夏

天，王淦昌老师推动科学院学部在友谊宾馆科学会

堂组织有关科学家（ 包括严济慈、钱三强、彭桓武、

王大珩等老一辈著名科学家）召开有关惯性约束聚

变的学术讨论会，会上请于敏同志作专题报告- 通过

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惯性约束聚变”这个领域研究

的意义重大，还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国当时也已有

相当基础，国际上起步时间也不长，我们与当时的国

际水平相差不远- 应该抓住时机，加强领导，整合各

方资源，规划好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可能较快地赶上

世界先进水平- 通过这次会议，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

很快得到有关上级的批准，并在行动中开始组织实

施-
此后，在激光器设计方案的讨论和评审过程中，

王淦昌老师和王大珩先生一起，每次都亲自到会组

织讨论和指导工作- 王老师对九院的有关计划的制

订和实施也都亲自过问- 为了从组织上加强两单位

的合作，45=# 年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共同组建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依托在

上海光机所，由邓锡铭同志任主任，王世绩同志任副

主任，于敏同志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上面还成立了管

委会，由双方行政领导及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张宏同

·!"#·

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专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物理

志（时任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局长）任主任& 王淦

昌、王大珩两位担任联合实验室的科学技术指导&
神光!号激光器于 ./01 年建成验收，投入正式

运行& 与此同时，九院也筹建了物理实验、诊断技术

和靶的制备研究室，建成了相应配套的诊断设备

（包括可见光、2 射线的强度和能谱、中子等），制备

出各种当时的实验用靶& 神光!号从开始运行到

.//3 年退役，先后开展了九轮物理实验，从测量入

射和出射的能量平衡实验开始，进行了大量激光与

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内爆出中子实验& 而且

就利用这台规模不大的激光器，运用独创的方法开

展了 2 射线激光的研究，获得了类氖锗软 2 射线

（45& 4,6，45& 7,6）激光的饱和输出，达到了当时该

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 通过这阶段的工作，我国惯性

约束聚变领域的各个方面已全面启动，直接参加的

研究队伍已达数百人&
./00 年，王老师参加了在意大利召开的战争与

和平国际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宣布了该领域进

展的最新情况& 他们在 89:* 激光器上开展了大量

实验，同时利用地下核试验做内爆充氘氚靶丸的实

验结果，已经推断出利用 .;< 的激光能量有可能达

到“得失相当”& 根据这个推断，美国已开始对建立

“点火装置”进行论证& 回国以后，王老师即与王大

珩、于敏商量，联合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国家增加对

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投入，以加快研究进度，争取在

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0/ 年初，李鹏总理亲自听

取了汇报，李总理十分关心惯性约束聚变的前途，提

出许多问题，王老师等一一作了回答& .//4 年“惯性

约束聚变“作为一个独立主题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

发展计划& 由陶祖聪为首席专家，贺贤土为秘书长&
主题专家组成立后，一直在两位王老的关心和指导

下工作& 从这时候开始，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获得

了国家长期稳定的支持；制定了比较长远的规划& 在

规划中，首先是对神光!号进行升级改造（ 即神光

"号），使基频输出能量从原来的 .& 7=< 增加了 3
倍，同时具有三倍频输出的能力& 其次，对驱动器所

必需的元器件和单元技术（如钕玻璃、氙灯、倍频晶

体和镀膜技术等）也制定了逐步提高并发展的计

划& 除此而外，理论研究、诊断技术和制靶能力的建

设都制定了各自发展的阶段目标和工作计划& 惯性

约束聚变主题研究经过十多年来的努力，各个子领

域的工作都取得明显的进展，为日后大规模高速度

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7 年，由于我们还缺乏这类复杂、精密的大

型科学工程的建设经验，在技术和工程方面遇到一

些困难，一时神光"的调试工作进展不顺利& 为了推

动工作的开展，王老师以九十高龄亲自到上海、四川

等地检查工作& 他一方面对一线工作的科技人员的

工作热情和干劲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大家要坚定信

心、团结一致，以科学态度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同

时，对每件工作提出明确具体的指导和严格的要求&
但对这项涉及范围很广的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不

满意，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激光聚变研究的长远目标———热核能的和

平利用来说，钕玻璃激光器并不适用& 必须寻求能量

转换效率高，并能在一定重复频率下长期稳定运行

的驱动器& 为了尽早开展这方面的探索，1> 年代末，

王老师在原子能研究所领导建造了强流脉冲电子加

速器，并开展了强流电子束和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

研究工作，根据实验得到的数据，结合国外这方面的

研究进展，王老师认为，电子束驱动器热核聚变的技

术途径的前景并不乐观& 他及时改变技术途径，提出

将电子加速器改造成氟化氪激光器的抽运源，利用

短波长的氟化氪激光作为热核聚变研究的驱动源&
.//> 年底，原子能研究院建成了百焦耳级的氟

化氪激光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激光器稳定运行，

光束质量有很大提高，配备了完整的诊断测量仪器

设备，并利用它开展了精密物理实验，使这个实验室

成为我国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技术及氟化氪激光惯性

约束聚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从 ./73 年王老师第一次提出《利用大能量大功

率光激射器产生中子的建议》直到他去世的三十多

年间，王老师为在我国开展这个领域的研究呕心沥

血，殚精竭虑，多方奔走，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
当这项工作全面启动以后，他已是耄耋之年，仍不辞

辛劳，每次重要的技术讨论会都会亲自参加，还经常

往返于上海、北京、四川等地，到有关实验室检查并

指导工作& 他在各种场合做了不少讲话，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这项研究工作作非常重要，意义重大& 从科

学上讲，高能量激光与核物理两个领域相结合，一定

会出现很多前所未知而非常有趣的现象，能够推动

科学的发展& 它所产生的高温高压条件，近期可用来

开展对高能量密度物理的研究，远期还有可能用于

聚变能源，解决人类长远的能源问题&
（4）这项研究规模很大，牵涉的学科领域也很

广& 驱动器、理论研究、物理实验、诊断技术、靶的制

备五大方面缺一不可& 而且今后随着研究工作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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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和深入地开展，所需设备越来越庞大、复杂，要求

也更精密，有些性能要求将接近科学和技术的极限-
为了更好更快地获得研究成果，这五个方面的工作

还必须同步协调地向前发展- 这么庞大的系统工程

决不是某一个单位可以包办得了的- 应该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力协同，扬长避短，才能

取得成功- 他曾一再告诫九院和上海光机所的科技

人员，这项工作是“合则成，分则败”-
（"）他在不同场合反复教导科研人员必须严肃

认真做好自己份内的每一件具体工作，哪怕表面看

上去是很细小、无关重要的事情- 因为这项庞大的科

学系统工程能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取决于各方面

的工作是否都能达到预定的性能要求- 如果在某个

环节上出现差错，就很可能导致全局失误- 每个年轻

的科技人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应该用科学的态度

认真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真正做到“ 精益求精”，

这也是每个人在科学事业上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

件-
（4）他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到，中国还比较穷，不

能和大国比阔气，不能完全按别人的办法办，要千方

百计地提高效费比，走出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路子

来- 他十分赞赏那些有自主创新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他对邓锡铭同志为了获得大焦斑均匀照明而创造的

“蝇眼透镜法”，以及王世绩等同志为了实现 5 射线

激光饱和增益而想出的“ 双靶对接法”都给予很高

的评价-
（’）他看到这项研究的未知因素很多，没有解

决的科学、技术、工程问题也不少，不是在短时期内

就可以得到显著效果的- 也许要经历好几代人的艰

苦努力才能获得预期的成效- 因此他要求从事这项

研究的科研人员热爱科学、淡泊名利，锲而不舍，孜

孜以求，要树立坚定的信心，只要坚持努力，中国人

做的不会比外国人差，我们一定会使这项研究获得

成功- 他强调要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人员，不但要教

会他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教会他们怎样从事科

学研究，更要教会他们怎样团结周围同志，共同开展

研究工作- 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集体性很强、技

术难度又很高的科学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个人的聪

明才智是无法完成的-
677# 年在上海检查工作时，联合实验室邓锡铭

主任向他汇报了科技队伍的现状，并介绍了 4 位年

轻人（其中包括朱健强、钱列加等），认为这几位年

轻的科技工作者在他们所学的专业范围内已经掌握

了相当好的基础知识，也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已初

步具备接班的能力- 王老师听后十分高兴，带头鼓

掌，一时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大家都为我国惯性约

束聚变研究的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高兴-
（#）这领域的研究工作，从表面上看，驱动器的

建设难度最大，投资也多，要求精度又高，很多方面

已接近科学技术极限- 但从全局看，最终的目的是取

得物理研究的成果，探明科学规律，并达到“ 点火”

的目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应抓紧对物理问题的探

索，加强理论与实验的结合，自主创新，巧妙地提出

买验方案，准确地提出对驱动器、实验用靶的要求，

应该 说，构 思 好 的 物 理 思 想，是 牵 引 各 项 工 作 的

“纲”，探明科学规律，使我们的认识能从“ 必然王

国”- 逐步走进“ 自由王国，最终使过程能按我们设

计的预定方向发展”，最终达到“点火”，这才是这领

域研究的“果“ -
在工作进展得不很顺利的 677#—677& 年间，惯

性约束聚变主题专家组首席专家陶祖聪、联合实验

室主任邓锡铭先后去世，给研究工作带来巨大的损

失- 大家都希望能经常更多地得到王老师的指导和

鼓励，指点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但是“天有不测风

云”，677& 年 8 月的一天，王老师刚走出家门外出散

步时，被路过自行车撞倒，导致股骨骨折；从此行动

不便，再也不能亲自到现场指导工作了- 但他仍始终

关心这项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每当同志们去探望

他时，总要问起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所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他一再叮嘱去探望的同志：“ 要搞好团

结，一定要把神光!号做好- ”不断给大家鼓气：“ 要

树立信心，相信我们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这项研究

工作做好- ”

王老师离开我们已将近十年- 这十年当中，随着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工作

也发展得很快- $%%6 年，神光!号建成验收并投入

运行，各项性能也在不断提高，$%%’ 年又增添了第

九路，使物理实验增加了新的有力工具- 到今天为

止，已在神光!号上开展了多轮实验，并获得了相当

精密的结果-
当然，要真正实现“聚变点火”的目标还会有很

多困难，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组织管理方面和队伍状

态方面的，真可谓是“ 任重而道远”- 从事惯性约束

聚变研究的科技工程人员和组织管理人员都已下定

决心，迎接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团结协作，勤奋工作，

在这项集体性极强的科研工作中，充分发挥各自的

聪明才智- 我们坚信，王淦昌老师当年的设想一定能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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