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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攀科学高峰的王淦昌老师
———纪念王淦昌先生诞辰 4%% 周年

王! 乃! 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北京! 4%$54"）

! ! 我和王淦昌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在从我到九院工

作以后，当时更多的是在工作上的来往- 46&7 年，他

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并亲自创

建和领导准分子激光实验室后，我就真正地生活和

工作在他的身边，那时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更多的

时间亲聆他的教诲，对于我的一生都受益匪浅- 王老

从来都不以长者、老师的姿态来对我进行说教，他经

常给我说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包括他自己的科学经

历，用活生生的事例来教育我，他反复地教导我怎么

做人，怎么做科研，那时王老已经年过七旬，早上醒

得很早，每天 #："% 以前，我们就一起从原子能研究

所的南区步行到北区，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步行中，王

老天天和我交谈的不是科学就是工作，晚上从北区

回到南区还要向他汇报工作- 我最爱听他讲他个人

科学生涯中的一些经历，后来我又参加《 核科学家

王淦昌》一书的审校工作，就对王老的科学生涯有

一些更为深入的了解- 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离开了

我们已近十年的老师，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东西很

多很多，其中最最宝贵的最最值得我学习的就是他

对科学的执著的追求和永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他七

十年如一日，在科学的道路上勇敢和顽强地攀登着，

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真是生命不止，攀登不

已-
早在上世纪 "% 年代初期，年仅 $" 岁的王淦昌

就在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迈特纳教授，开展 ! 谱学的

研究，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科斯特斯（89:);<:）博

士报告了博格和贝克博士用钋的 " 粒子射到铍 = &
中，产生了一种穿透力很强的射线，当时博格想穿透

力很强一定是不带电的中性粒子，他们认为是高能

量的 # 射线，他们用的是盖革计数器，王淦昌当时

怀疑它不是高能的 # 射线，盖革计数器能够记录粒

子的数目，但对粒子的质量和能量得不到更多的信

息- 年轻的王淦昌两次向他的老师建议，采用云雾室

来探测这种粒子，因为从云雾的颗粒的密度和云雾

径迹的长度就可能对这种粒子的质量和能量有一个

认识，他的师兄 >(0/0* 处就有这种云雾室，但是迈特

纳没有支持王淦昌的建议- 后来英国的查德威克有

和王淦昌一样的想法，用云雾室、计数器和电离室对

这种射线做了探测，发现这是一种质量和质子差不

多一样的中性粒子，并将它称为中子- 王淦昌痛失了

发现中子的机会- 王老对我说：“ 我当时太年轻，而

且觉得自己当时是一个学生，又在一个陌生的国家

中，自己又刚到德国不久，因此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

见去说服老师- ”

王老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不久抗

日战争爆发，王老当时在浙江大学执教，又身患肺结

核，校领导减轻了他的教学工作量，要他好好养病休

息，这就给王老更多的时间看书和思考，就在这期

间，王老提出“ 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王淦昌建

议用 8 电子捕获的方法来探测中微子，这个建议在

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阿伦（?/@
/;3）按照王老的建议做了 8 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

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阿伦在 465$ 年 # 月的

《物理评论》上发表了《 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

据》，虽然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阿伦测量到的反冲

粒子还不是单能的，但还是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重

视- 465& 年王老又在《 物理评论》上发表了《 建议探

测中微子的几种方法》，到 46’$ 年，阿伦等物理学家

才第一次探测到了单能的反冲核，确认了中微子的

存在-
中微子是一种具有奇特性质的粒子，查德威克

在 4645 年就发现 " 射线和 # 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

! 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由于原子核是处于分立的

量子状态，又考虑到在原子核放射 ! 粒子的时候，

电子的能量比预计的要小的问题，泡利在 46"% 年提

出中微子存在的假说，他认为在 ! 衰变过程中，放

射出电子的同时还放出射中微子，这样就解释了 !
谱的连续性问题和能量守恒的问题- 46"5 年，费米

提出了 ! 衰变理论，算出了 ! 衰变的连续谱，并与

46"" 年测量的 A1B 的 ! 能谱是相符合的，费米认

为，中微子质量是零或者比电子的质量小很多，费米

的理论说明了在 ! 衰变中能量仍然是守恒的，费米

·!"#·

王淦昌先生百年诞辰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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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看重自己理论的重要意义& 根据塞格雷（./012）回

忆费米创建这一理论后认为这是他在理论方面最重

要的工作，费米曾告诉塞格雷，由于这一发现，他将

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王淦昌认为泡利的假说、费米的

理论虽然都非常出色，但还必须从实验方面去证实

中微子的存在，但由于中微子不带电、穿透力很强，

探测的难度很大，许多实验物理学家做了很多的努

力，但一直没有找到中微子的实验证据& 3454 年，克

兰和哈尔彭利用核反冲效应，测量了56 7(（ 放射性

氯）放射出来的 ! 射线和反冲原子核的动量和能

量，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 王淦昌认为，在这个核反

应中末态有三体，即反冲核、! 射线和中微子，最好

能够使末态由三体变为二体，他想到了 8 电子俘获

的方法，8 电子俘获的过程中，末态只有两体，即反

冲核和中微子，反冲核的能量是单值能量，测量它的

能量就可以获得中微子的信息了& 从 3493 年开始到

34:; 年，实验物理学家按照王淦昌的建议，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验，最终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34:< 年 4 月，王淦昌受组织派遣，去前苏联杜

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来当副所长& 联

合原子核所建成了一台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能量

为 3=>/?（3= 亿电子伏），是当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

加速器& 然而如何利用这台加速器在能量上的优势，

尽快做出一些有意义的成果来，是摆在联合原子核

研究所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建在日内瓦的

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正在加紧建设一台能量更高的

5=>/? 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并将于 34:4 年建成&
王淦昌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

（3）寻找新奇粒子（ 包括各种超子反粒子的发

现）；

（;）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

（"，#=，8=）产生的规律&
王淦昌领导着全组工作人员立即开始了丙烷气

泡室的研制，并于 34:6 年春研制成功 ;9 升丙烷气

泡室& 他们选用 " @ 介子作“ 炮弹”，" @ 和气泡室中

的氢和碳相互作用，并拍摄下其相互作用的过程，到

34<= 年春，共得到了近 33 万张照片，包括几十万个

" @ 介子核反应事例& 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王淦昌

提出了在扫描径迹时选择可能的反超子事例的“ 标

准”，他画出了反西格马负超子（$
A

）存在的可能的图

像，要求大家都要把这个画像记住，在扫描时要特别

注意与画像吻合的事例& 扫描气泡室的立体照片是

一项很辛苦和枯燥的工作，一张一张地看，终于在 9
万多张照片中发现了一个反超子的事例（即本期封

面上的图片），这一重大发现于 34<= 年 5 月正式发

表在国内《 物理学报》和苏联《 实验和理论物理杂

志》上，我国《人民日报》和苏联的《 真理报》也做了

报道，这一重大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粒子 @
反粒子对称性的认识，也是 3=>/? 质子同步稳相加

速器上最重要的科研成果 346; 年，王淦昌和丁大

钊、王祝翔关于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工作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一等奖&
王淦昌是我国高功率脉冲技术和惯性约束聚变

的创始人，早在上世纪 <= 年代初，他与苏联巴索夫

（B*CDE）院士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了利用激光打靶

产生核聚变的设想，在 <= 年代中期，他又敏锐地关

注到国际上刚刚开始发展的建立在高功率脉冲技术

基础上的强流电子脉冲加速器在科学研究上的重要

意义和巨大潜力，他高瞻远瞩地提出这种技术将提

供一种极高强度的电子束源、% 射线源、F 射线源、

离子束源和中子源& 为了推动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

展，他带领着九院十所的同志们研制好两台 3G? 的

强流电子脉冲加速器& 王老具体深入到十所在四川

和北京的实验室，仔细地听工作汇报，对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 我和金炳年同志协助王老

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 两台 3G? 强流电子加速器的

顺利建成使我们对这种新型的加速器的工作原理、

加工工艺、调试技术有了较深入的认识，科研队伍也

成长起来了& 王老领导大家做了大型的 < 兆电子伏

电子强流加速器的设计方案，并于 34H: 年 9 月在苏

州主持召开了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方案论证会，

34H< 年 开 始 设 计，经 过 加 工、安 装、调 试，终 于 在

3463 年建成，346; 年投入运行，从此我国的闪光机

真正跃进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当时它是亚洲最

大的装置& 王老非常高兴地在 3465 年的鉴定会上

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研制的大型闪光机了& ”这

项工作后来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34H6 年的春天，对全国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都是

一个难忘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的春风吹拂着祖国

的大地& 我非常幸运地和王淦昌、周光召、于敏、高

潮、费钟锡同志一起作为九院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

会议期间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大会期间

的一天晚上，王淦昌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浦洛夫的

电影，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巴浦洛夫活了九十多岁

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科研好

多年啊！”会后我们干劲十足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

位&
34H6 年 < 月王淦昌调到北京，任二机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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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他告别了工作 4& 年的九院，

又回到了原子能研究所- 他花费了相当一部分精力

去加强所的学术和行政领导，大力促进研究所的各

项科研工作新的发展，最突出的就是 4%4 实验重水

反应推的改建，改建后的中子通量从 4- $ 5 4%46中子

7 28$·9 增加到了 $- : 5 4%46中子 7 28$·9，大幅度地

增强了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的能力，开展物理实验和

中子活化分析等应用的能力- 王淦昌还积极地促成

从美国引进一套串列加速器及相应的辅助工程，这

是继 ’% 年代重水堆和回旋加速器之后原子能研究

所最大的一次工程建设，它对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老在领导全所的工作的同时，还亲自领导开

展了强流相对论电子束加速器的研制和粒子束聚变

的研究工作，他亲自在全院做学术报告，组织参研队

伍，他领导和参与了加速器物理设计的全过程，他和

我们一起到工厂去，向工人师傅们解释加工的要求-
在王老的努力参与和督促下，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建

成了一台 4;<:%=> 的电子加速器，并立即投入了

强流电子束和靶相互作用的研究- 王老指导我们安

排了几个实验，从不同的角度都否定了当时日本科

学家提出的强流电子束和靶相互作用中的反常吸收

现象，使那时轰动一时的问题得到澄清，当时国际上

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实验做得最出色- 4?:# 年 # 月，

在日本神户举行的第六届国际高功率粒子束聚变大

会上，我受大会的邀请做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粒子束聚变的研究进展报告，受到与会者的好评- 美

国海军实验室的库伯斯坦博士在大会做总结时，专

门提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重大进展，他指出

“另一个有意义的重大进展是中国学者提交的三篇

关于脉冲功率技术的报告，其中来自北京的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的报告表明了在粒子束聚变方面取

得了许多重大进展- ”若干年后，前苏联库尔恰托夫

研究所粒子束聚变实验室主任斯米尔诺夫教授来原

子能研究院访问时，感慨地说：“论设备和条件我们

比你们好，你们的实验安排得很巧，物理思想好，才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王老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以及他敏锐的科学洞

察力，指出电子束聚变是没有发展前途的，这是由于

电子束在靶上的射程长，而且聚焦难，即使在强流的

情况下，由于电子束自身磁场所造成的在单位长度

上的能量沉积的增强比经典值也只有几倍，因此王

老就带领我们从电子束聚变转移到电子束抽运的氟

化氪激光聚变，在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攀登

又开始了- 国内当时只有放电型的氟化氪激光，输出

激光能量也只有几十毫焦耳，而电子束抽运的氟化

氪激光技术完全是空白- 王老亲自参加研究方案的

制定，并亲自带领研究生对关键的技术开展预研，几

乎一切从零开始，困难和问题当然是很多的，王老可

能也没有预计到进展会那么快，那么顺利，氟化氪激

光振荡器的输出能量很快从几个焦耳一直提高到

6%% 多焦耳- 王老要求我们花大力气改善光束质量，

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建成了六路百焦耳氟化氪激光

系统，它具有良好的光强的均匀性，在单束激光的情

况下，光强在脉冲时间宽度内变化小于 $@ ，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平滑化的光束，有利于物理实验的开展-
王老把工作重托交给我们后，他走了！已经走

了快十年了！没有王淦昌老师的指导、关心、督促和

教诲，有时我们感到茫然，技术上也走过一些弯路，

有时还感到不知举措！王老临终前多么希望我们工

作中能取得更多的成就，当他已经几乎不省人事时，

同志们知道这时候还能用什么来安慰他呢？！室里

的同志告诉他：“我们的物理实验准备已完成，即将

开始做实验了！”王老听到了这番话，用力地睁大了

眼睛，他已无力说话了！用双手合拢，表示赞成- 这

就是我们实验室的同志给他最后一次的工作汇报，

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不能讲话的情况下，对我们工作

所做的最后一次指示了！他走了，永远地走了，永远

地告别了我们，他应该可以相信他所创造的实验室，

所带领出来的科研队伍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懈怠自己

的工作，都不会停止在他给我们开辟的科研道路上

的攀登，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完成王老交给我们的

科研工作，实现他的遗愿，也像他那样生命不息，攀

登不止，以慰藉王老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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