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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技术事业- 他是 $% 世纪中国科学界最杰出的人物

之一，是物理学的泰斗，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功底深

厚、成就卓著- 他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为人正直、朴

实无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是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和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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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祖国核科技事业的一代先驱
———纪念王淦昌诞辰 4%% 周年

赵! 志! 祥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4%$@4"）

! ! 王 淦 昌

先 生 是 我 国

著 名 核 物 理

学家、中国科

学 院 资 深 院

士、“ 两 弹 一

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我国

实 验 原 子 核

物理、宇宙射

线 及 粒 子 物

理 研 究 的 主

要 奠 基 人 和

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 &% 年的科研

和教学生涯中，他始终活跃在科学前沿，孜孜以求，

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
王淦昌先生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工作，他在原子能院工作期间为核科技事业的发

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激励着

新一代的原子能院人不断进取-

（一）
4?’% 年，为发展我国的核科技事业，中央决定

成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的原子能

事业就发端于此- 近代物理研究所于 4?’A 年改名为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4?A@ 年又改名为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 4?’% 年 @ 月，王淦昌先生被调到

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后任副所长，与吴有训、

赵忠尧、钱三强、彭桓武、杨承宗、何泽慧等共同着手

筹划建设这所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从 4?’$ 年至 4?’# 年，王淦昌先生主持制定了

近代物理研究所 4?’" 年到 4?’& 年的五年计划- 这

个五年计划明确规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方向和任

务，明确了五年内各方面工作的具体目标-
在这期间，王淦昌先生开始了他多年梦想的宇

宙线的研究工作，即通过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的粒

子并研究其性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4?’" 年到

4?’# 年，在王淦昌领导下，在云南落雪山建造了我

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站，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

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之初，实验条件相当简陋，

王淦昌先生与其他科研人员因陋就简坚持实验- 有

一次在做云室温度控制实验时，也就是用电吹风加

热多板云室，居然把周围的木头给烘着了，当时实验

方法之简陋、条件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回忆起

那段如火如荼的日子，王淦昌先生总是说：“ 当时，

我们想的只是工作，浑身上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

劲- ”对科学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憧憬，

在王淦昌心中达到了美妙的和谐与统一-
4?#4 年，王淦昌先生毅然放弃了基本粒子研

究，奉命研制核武器- 他隐姓埋名 4& 年，参与了我国

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

组织领导，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立

下了不朽的功勋- 为了表彰王淦昌先生的突出贡献，

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他“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

（二）
4?&A 年 & 月，王淦昌回到了阔别 4& 年之久的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并担任了所长- 这时，他

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是，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

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然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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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人才，为尽快恢复被

“文革”破坏的科研体制，适应核科学技术发展的需

要，王淦昌先生担任所长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成立

新一届原子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01 年 0 月，王淦昌先生主持成立了新一届原

子能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这是原子能研究所的第二

届学术委员会，成立学术委员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对晋升副研究员以上的科技人员进行考核和评

议& 通过严格考核，233 多位科研人员晋升了高、中

级职称，调动了科研人员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增强了

全所的科研力量& 与此同时，王淦昌先生还亲自出面

邀请梅镇岳、黄祖洽、李林、王乃彦等科学家回所或

来所工作& 这些科学家到原子能研究所后，在中微子

质量测定、核理论与核数据编评、用离子注入研究金

属材料性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等方面发挥了很大

的作用&
./1. 年 .4 月，王淦昌先生与汪德熙、王传英、

戴传曾等联名上书给原二机部刘伟部长并转张爱萍

副总理，建议立即着手在原子能研究所办研究生院，

并设立二机部各方面专业所需的研究生课程& ./15
年，核工业部依托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2 年，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改名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

究院）正式成立了核工业研究生部&
王淦昌先生这一系列的工作，为中国科学院原

子能研究所摆脱十年动乱的影响，迅速提高科研水

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三）
.3. 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是王淦昌先生

任所长期间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
./01 年 .. 月，经二机部批准，中国科学院原子

能所 .3. 重水反应堆停堆进行改建工作& 改造旧堆

的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在强放射性现场施工，保障

设备和人员安全难度更大，王淦昌先生认真听取并

积极支持专家的建议和意见& 在工程进展的每个阶

段，他都及时向主管所领导和工程负责人了解情况，

并对做好防护工作提出要求& ./0/ 年 .4 月 41 日

晚，.3. 堆新内壳吊装入堆就位，03 多岁的王老不顾

年迈和严寒，亲自到现场查看& 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

艰苦努力，./13 年 6 月 40 日凌晨 5 时 5 分，改建后

的反应堆试运行安全达到临界，.3. 反应堆改建成

功&
改建后的 .3. 反应堆，技术性能超过老堆设计

指标，最高功率提高了 537 ，而总投资却只有建设

一个新反应堆的十分之一，这项工程先后获得国防

科工委重大成果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重水反应堆改建成功后，王淦昌先生非常重视

在反应堆旁开展堆中子活化分析工作& 他积极支持

成立中子散射应用研究室，支持原子能研究所与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共同与法国原子能总署合作，

在 .3. 堆旁建造冷中子源，并开展凝聚态物理研究

工作& 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已经成为我国唯一的中子散射实验研究基地和重

要的中子活化分析研究基地&

（四）
./0/ 年 2 月，国家科委、国防科委批准在原子

能研究所增建从美国引进的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

的辅助工程& 这是继 53 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

后，原子能所最大的一项工程建设，对改变原子能研

究所的科研设备面貌、提高科研工作水平具有重要

的意义& 王淦昌对如何利用好这套设备极为关心，他

积极支持关于多安排一些束流管道以更好地利用串

列加速器开展核物理研究工作的建议，并建议成立

学术委员会审查、选择优秀题目开展研究工作& 王淦

昌先生还与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施士元、徐躬耦、胡

济民、黄祖洽等共同提出，串列加速器的特长是核反

应基础研究，尤其是精细工作&
./15 年 5 月，串列加速器实验室终于在原子能

院建成，经王淦昌先生与钱三强先生等科学家的共

同努力，./11 年 .4 月，北京串列加速器核物理国家

实验室正式成立&
多年来，利用这台加速器，原子能研究院的科研

人员在重离子核反应、加速器质谱计分析等多方面

做出了优秀成果，并首次发现了新核素钌 8 /3，建成

了国内第一条放射性次级束流线&
重水反应堆的改建成功和串列加速器的引进，

为原子能研究院从 13 年代到 /3 年代的发展打下了

很好的基础&

（五）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创始人与奠

基者，为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研究做了重大贡献& 作

为始终活跃在科研一线的杰出科学家，王淦昌先生

的目光始终敏锐地注视着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

沿& ./62 年，王淦昌先生和苏联巴索夫院士同时独

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 这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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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这种想法后来成了惯性约束

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实现，将使人类彻底解

决能源问题- 在王淦昌先生的倡导下，我国在这一领

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遗憾的是，

“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耽

误了整整七年，而恰是在这七年中，国外的相关研究

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45&6 年 5 月，王淦昌先生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刚

刚两个月，他提出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核聚变研

究的建议，并具体提出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

究方向- 在他的提议下，电子束约束聚变研究小组在

原子能研究所正式成立，王淦昌邀请王乃彦担任组

长，全组科研人员首先投入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的

设计工作，王淦昌先生亲自领导并参与了物理设计

的全过程-
4564 年，王乃彦小组设计建造的 4 兆伏强流电

子加速器建成，456$ 年开始打靶实验- 通过一系列

物理实验，基本摸清了强流相对论电子束与靶物质

相互作用的物理图像- 王淦昌先生领导设计的这台

加速器不仅是当时国内首创，在国际同类加速器中

也属于先进水平，这台加速器为电子束惯性约束聚

变和后来的电子泵浦氟化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在基本摸清电子束与靶物质相互作用机制的情

况下，根据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发展趋势，456’
年，王淦昌先生又及时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

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抽运准

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并于 456’ 年和 456# 年

分别获得 # 焦耳和 4$- ’ 焦耳的氟化氪激光- 在此基

础上，经过进一步改进，到 455% 年底，激光能量已达

到 4%# 焦耳，实现了“研制百焦耳级准分子激光器”

的“七五”目标-
455# 年 4 月，激光器输出能量又达到了 $&# 焦

耳，使我国准分子激光研究步入了国际先进行列，成

为继美、英、日本、前苏联之后的具有百焦耳级氟化

氪激光器的国家，并使原子能研究院在大面积非箍

缩型电子束泵浦技术、大口径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振

荡器、强流电子束物理、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纳秒级

的强流电子束和激光束的诊断测量方面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成为我国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技术以及氟化

氪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 氟化氪

准分子激光研究已被列入新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

计划（6#"）中的惯性约束聚变项目，展示出喜人的

发展前景-

（六）
王淦昌先生不仅重视基础核科学研究工作，也

十分关心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同位素

生产-
4564 年，他在所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我

们要大力发展和加强同位素的生产，以广泛推广同

位素的应用- ”同年 4% 月，他主持召开所务会议，专

门讨论研究同位素生产研究部的工作，并确定了同

位素生产研究部的方向- 这次所务会议是他亲自主

持的为数不多的所务会之一，足见他对同位素生产

与科研的高度重视-
4564 年，二机部与国防科工委提出了“ 保军转

民”的方针后，王淦昌先生以战略性的眼光，指出要

把军转民的重点放在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上- 同年

" 月，在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指出：“贯彻核工

业7保军转民7方针，要把重点放在核能和核技术的开

发利用上，原子能研究所尤其要把同位素尽快搞上

去，要注意在科研工作中安排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学

科发展服务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同年 #
月，王淦昌先生又建议，核科技事业要为农业、工业

和国防现代化服务- 王淦昌先生的这些建议为原子

能研究院 6% 年代以后的民品发展指明了方向- 如

今，经过多年的探索，原子能研究院已经形成了以同

位素与辐射技术为主导的一批高新技术产品和产

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
王淦昌先生十分重视核能的开发利用，他是最

早在我国介绍核电站的科学家，并以极大的热忱推

动我国的核电建设，为我国核电事业迈出艰难的第

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45&6 年，王淦昌先生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

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后，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

平利用，尤其为我国核电发展大声疾呼- 当时我国核

电正处于徘徊阶段- 同年 4% 月 $ 日，王淦昌先生和

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四位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副主

席，提出发展我国核电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重视，派

人找写信人座谈- 这封信对我国核电发展起了推动

作用-
45&5 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后，国内反核

电的呼声四起，王淦昌先生主动去中南海为中央领

导讲课，王淦昌先生为 4"’ 位部长以上中央领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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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讲了《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 他论述了核

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以及我国发展核能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提出了“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

辅”的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 在王淦昌先生等

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01 年 .. 月，中央批准在浙

江海盐建设秦山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的建成，宣告了

中国大陆无核电历史的结束&
王淦昌先生对我国核技术的推广应用，核聚变

能开发，以及粒子加速器和射线仪器的研制生产都

很关心& 他曾领导中国核学会举办了多次核技术推

广应用展览会，还向国家有关方面写过多次建议&

（八）
02 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这对我国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振兴国

家的良好机遇&
./03 年 4 月 4 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

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

技术发展提出了建议& ./03 年 .. 月，经过中共中央

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 高技术研

究发展计划纲要”（即“034 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

土而出（本专题中杜祥琬的文章对此有详细介绍）&
“034 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

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

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

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人们将永远铭记王淦昌先生

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

贡献&

（九）
王淦昌先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坚持原

则，实事求是，坦率真诚& 他为人谦虚质朴，待人平等

热诚，不畏邪恶，正气凛然& 他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

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中，他的学生和曾经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

的就有十余位& 程开甲、胡济民、吕敏都是他的优秀

学生，胡仁宇、唐孝威、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

接指导下得到成长& 不少现在国外的著名学者，如李

政道、汪志馨、冯平贯都曾是他的得意门生&
早在 ./54 年，王淦昌先生就兼任原子能所职工

夜校校长，组织全所青年工人和见习员提高文化水

平& 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与年轻科研人员讨论学术

问题，给予启发和指点& 讨论中，他从不因为自己是

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而有所顾忌，他总是认真地听

取熟悉情况的年轻人的见解，对于他不熟悉的问题，

即使是在学术报告会上，他也会坦率地说：“ 这个问

题我不懂，请你再给讲一讲& ”对年轻人提出的科学

问题，他总是尽其所知，详细地给予解答&
原子能研究院每年都要组织一次“ 五四青年学

术报告会”，只要工作和身体情况允许，王淦昌先生

总要出席，并把椅子搬到距离讲台最近的地方，一边

听，一边做笔记& 对年轻人在报告中提出的新思路、

新诀窍，他总是要给予热情赞扬，鼓励他们认真学

习，努力工作，大胆探索&
王淦昌热心关注教育事业& ./01 年，王淦昌因

为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

等奖，并获得 4222 元奖金，他把全部奖金都捐给了

原子能研究所子弟小学和中学& .//3 年 6 月，原子

能研究院成立了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他又

先后捐资 6 万元&
王淦昌先生始终视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把

自己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一生

勤勤恳恳，鞠躬尽瘁& 他拳拳的爱国之心，严谨的工

作态度，执着的工作热情，谦和的待人态度，都深深

烙印在每个认识他的人的心中& 他经常鼓励年轻一

代要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一再强调“ 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我们要把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 这

正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王淦昌先生这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卓越的核

物理学家，为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立

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我们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 .22 周年，就是

要以“建设基础性、综合性、世界先进水平的核科技

研究基地”和“ 创造一流业绩，造就一流人才，建设

一流核科研基地”为目标，继续发扬王淦昌先生倡

导的“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四〇一精

神”，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我国核工业和核科

学技术的发展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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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