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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1966年初,陈春先进入聚变研究领域.这还要

从技术物理中心说起.
1964年,毛泽东提出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的号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也对院工作做了

一些具体指示.例如1965年2月25日,陈伯达在同

张劲夫、郁文的谈话中,建议制订我国科学技术跃进

的10年—20年规划.3月份院党组扩大会议讨论了

这个问题,并组织人员进行具体研究和规划.从4月

份开始提出具体的重点任务.在物理学方面提出五个

项目,认为应该赶超,它们是:等离子体和受控热核反

应、低温工程、强磁场技术、高压工程、固体能谱;钱学

森后来又补充了强电流脉冲放电技术,一共六项.院
里将这六项放在一起,拟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实验物理

中心,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中心要具

备极端实验条件,大多是重型设备,而且是全国最先

进的.其指导思想是,物理学是带头学科,要发展物理

学就要建立重武器———大型实验设备.在这一年,国
家科委派工作组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

物理所)协助工作,提出方案,由国家科委党组、中国

科学院党委报送周恩来总理,11月份经总理批准.这
一实验基地建在三线的汉中,称技术物理中心,预算

7500万元,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人员编制3000
人.这一“中心暠后来由于“文革暠而流产了.

在这六项项目中,物理所一室负责筹建等离子体

部分.陈春先作为所学术秘书室成员负责领导,在建

立技术物理中心的报告中提出要实现受控热核反应.
在这之前,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进行多次协商,确定

了双方的分工.例如1966年3月15日,物理所所长

施汝为曾带人去二机部与钱三强副部长会谈此事[1].
也在这个中心开始筹建之时,1966年5月24

日到6月3日,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第三届电工会

议,也就是受控热核反应和等离子体物理学术会议.
这个会议除学术交流外,还有如下内容:(1)讨论发

展规划;(2)审查东北技术物理所中性粒子注入磁

笼(磁镜)计划;(3)讨论由此需要的全国分工协作.

在陈春先1966年7月12日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的报告中,他列举了三种当时流行的磁约束聚变装

置类型:磁笼、收缩(箍缩)和爆炸型.其中磁笼属于

稳态、低等离子体密度;收缩属于快过程、高等离子

体密度;爆炸型指等离子体焦点和激光焦点.在哈尔

滨会议中,有二机部主攻磁笼而中国科学院搞快过

程的分工意见.因此这个时候,建造一台箍缩装置就

成为物理所当前的任务.
哈尔滨会议召开之日,正是“文化大革命暠群众

性阶段爆发之时.这个会议结束时,已在各处看见大

字报了.在物理所这个地方当然也不例外.一些群众

贴的大字报也揭发批判了陈春先“文革暠前在一些项

目上的“败家子暠作风.而陈春先作为一名党员也积

极投入了这场运动,贴出了“延安还是西安暠的大字

报,站在保卫党委的立场上.当然后来事态的发展使

他看到政治之复杂和吊诡,就不再积极参与了,成为

一名逍遥派.他虽然只是挨了大字报,未受进一步冲

击,但是已被安以“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暠的恶谥,实际

上被排除在研究工作以外.从1967年开始的建造一

台十万焦耳的角向箍缩的工作他也未能参加.
陈春先此时仍密切注视国际科学的进展,也关

心国家的安全.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他经过思

考和调研,提出了在我国西北边境建造“电子幕暠的
设想.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未能发现他的任

何有关文字资料,只能靠这一题目判断其内容和功

能.这可能是一个在高空建立带电粒子云的方案,目
的可能是对雷达的干扰或早期预警.

现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科学发展有它本身

的规律.就在陈春先提出这一方案之后,苏联科学家古

列(耶)维奇提出了人造电离层的方案,目的是反射电

磁波以开辟新的通讯通道.在这之后的1970年,美国人

开始了称为电离层变态的大规模外场实验并持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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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它在基础等离子体物理和国防应用上意义重大.
然而陈春先的这一设想或称方案却在“文革暠的

环境下夭折了.在当时混乱的情景下,他竭力寻找有

关领导反映他的设想.领导未能找到,却在具有极左

思想的人中引起反感,认为他老毛病又犯了,“还在走

上层路线暠,并对他专门开了一次批判会,批判他这种

无视群众的行为.于是这一设想无疾而终.愚昧、无知

葬送了这个方案的进一步讨论.当然,在当时条件下,
国家是否有能力实施这样的方案也是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打击并未使陈春先沮丧.他坚守岗

位,密切注视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关心有关学科的每

一步进展,虽然没人委派他这样做.
如上所述,陈春先在1966年总结的当时流行的

聚变途径中,并没有托卡马克的位置.两年以后,苏联

人在1968年的新西伯利亚的聚变国际会议上公布了

他们的托卡马克T-3的实验结果.他们所达到的参

数震惊了学术界.下一年,英国卡拉姆实验室的科学

家携带自己的诊断仪器(激光散射)到苏联证实了这

一实验结果.从此,磁约束聚变进入了托卡马克时代.
陈春先是1971年知道这一巨大进展的[2].其途

径我不清楚,可能来自俄文文献.当时所里的科研秩

序已有所恢复.在他的游说和推动下,在一些中层干

部(如白伟民、李吉士)的支持下,成立了调研组.但当

时他在政治上还不被信任,驻所军代表不同意他当组

长.当年组团去二机部系统的五八五所调研的“破冰

之旅暠(当时该系统保密很厉害,故有此称),他也被排

斥在外,虽然这一调研组的主要工作都是陈春先干

的.但军代表的作用并非完全负面,他后来主动和院

的器材供应站联系了建造装置所需的硅钢片材料.
原任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院长的邱励俭是从中

国科学院力学所调去的.他1970年在北京认识陈春

先时,陈正在给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几个所的

人介绍托卡马克.他对陈总的印象是:“努力,每天做

什么很清楚;用功,物理思想明确,能抓核心问题;能
鼓动,有公关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际关系.暠一般的

科技知识分子很难兼备这样几种素质,而这样的素

质在创业阶段是必需的.
当时他联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工程

物理系,以及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电工所作为合作单

位,决定在北京建造一台小型托卡马克作为未来大

型装置的工程模拟.这一装置就是 CT-6托卡马

克.1972年4月份,负责这一装置建造的物理所104
组正式成立,陈春先担任组长.这一工程于当年启

动,1974年7月1日放电成功.之后,他又与电子研

究所合作,致力发展微波回旋管技术和等离子体的

电子回旋波加热研究这一前瞻性工作[3].
就一台小型装置而言,CT-6取得了相当的成

功.在1984年以前,它的指标在国内一直是领先的.
1990年代以后,在物理实验上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对
提高我国磁约束聚变的实验水平作出了贡献.当时陈

春先早已离开了物理所,但是他和其他早期领导者所

倡导和建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严谨的学风以及团结

合作的氛围一直被继承下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1暋陈春先(右)与郑少白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制的6
号装置旁

在筹划建造CT-6装置的同时,陈春先就开始

规划我院聚变研究的发展蓝图,而且把目标放在赶

超国际水平上,具体目标是建造一台大型(按当时标

准)托卡马克装置.他多次到合肥调研,计划将安徽

光机所(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简

称)已运行的8号电感(储能108J)作为储能装置,并
利用该所场地作为实验室筹建8号装置.虽然后来

因技术上的问题未采用电感储能方案,但鉴于合肥

“科学岛暠上的加工条件和其他有利条件,仍将建造

大型装置和聚变研究基地的地址选定在合肥.
在这一时期,他及时向中国科学院领导作了汇

报.当时院秘书长郁文主持日常工作,将情况反映至

国务院.1972年10月4日,周恩来总理作出关于受

控热核反应研究应当“两条腿走路,百家争鸣暠的批

示,理解为二机部和科学院两家搞,从而形成了以后

若干年内我国磁约束聚变的布局.
1973年1月28日,物理所和安徽光机所共同向中

国科学院提出建立“合肥受控热核反应研究实验站暠的
报告.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以(73)科发业033号

文批复了两所的报告,同意在安徽合肥建立受控热核

反应研究实验站.文中明确规定,受控热核反应实验研

究站(简称受控站)编制为110人,经费由中国科学院筹

措,业务上由物理所和安徽光机所共同负责.于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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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成立了筹建小组和领导小组,陈春先担任领导职务.
1978年,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陈
春先担任副所长,负责业务工作的领导.

除去负责电源的安徽光机所一室人员外,这一

研究所的绝大部分人员都是由外省市调入.当时“文
革暠期间大学毕业生多分配到很偏僻的地方从事与

专业无关的工作,还有不少院里的研究人员亟待解

决两地关系问题.以此为契机,在“文革暠后期百废待

兴的局面下,在合肥聚集了一大批名牌大学毕业的

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一批年青的科研骨干,呈现出

一种难得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陈春先带领他们筚路

蓝缕,开辟草昧,历尽艰辛,从无到有,建设这一未来

的国家聚变研究基地.多少年后,一位参加人员回忆

到:“回想三十年前合肥初见,陈春先那一番一滴海

水抵多少升汽油的宏论,点燃了多少人心中的理想

之火! 今日合肥分院人材济济,又有多少是当年的

建站功臣! 如果说没有陈春先就没有当年的受控

站,作为受控站第一个报道的人员,目睹了建站初期

的种种艰难困苦,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词吧.暠[4]

从受控站成立到建所初期,主要业务工作是筹

建大型实验装置8号工程.1974年7月在北京召开

方案讨论会,12月份确定初步设计方案.1975年5
月由郁文主持审查了工程主机方案,同年10月在钱

三强主持下,通过了8号工程初步方案.其主要参数

为大半径1.5m,等离子体半径0.7m ,环向磁场强

度3T.总预算经费4000万,1980年前建成.这一装

置大约相当于国外的第二代托卡马克,和1975年建

成的PLT(美国)及 T-10(苏联)的参数相当,也接

近后来国内的 T-7和 HL-2A.
1976年11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复了建造8号装置

的计划任务书,同意建此装置,此后进入工程设计和施

工阶段.一些主要加工项目均已落实.当然,像所有大

的装置建造中所遇到的那样,也遭遇到了种种困难.
1978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一些大的基建项目

停建.所内外对8号装置的现况和前途也产生不同的

看法.1979年,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就8号工程的调

整情况及存在问题向院党组作了请示报告.1980年,
中央发文决定8号装置下马.

8号装置的停建给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带来了

很大的冲击和思想的混乱.届时所里委派陈春先和邱

励俭提出今后发展的替代方案.他们的方案是保留8
号装置的电源及加工工厂,开展小型多途径研究.在
以后几年里,他们将原来的 HT-6装置改造为 HT
-6B,开展了磁流体现象研究,并建造了一台更大一

些的HT-6M装置,从而较顺利地实现了“软着陆暠.
对于8号装置下马一事的看法至今意见不一.在其他

条件(诊断、物理研究)跟不上的情况下,过快发展大

型装置未必妥当.而8号装置的遗产,特别是人员培

养、加工能力、实验场地、大容量电源,都为今后的事

业起飞准备了条件.
可能与此事有关,陈春先于1982年离开了等离

子体物理研究所.在北京的物理研究所,他自1980
年被任命为一室主任.但在北京他也遇到了滑铁卢.
当时物理所正在建造一台带形箍缩装置 GBH(高比

压环),也在1983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而下马.更深

刻的内在原因是技术路线的选择不好,这种类型装

置已不属于主流,而且发现了一些致命的弱点.

图2暋陈春先手迹

在此期间,陈春先仍致力于等离子体物理和技术的

发展.他联合北京一些单位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进
行学术交流活动.但他的主要注意力已发生了转移.

早在1978年至1980年三次访问美国期间,陈春先

了解到加州硅谷地区IT业的发展情况,并为这一科技和

产业结合的模式所触动.他回国后开始介绍硅谷的成功

经验,希望能改变国内科研和生产的脱节现象(见图2).
他身体力行,下海创业,于1980年创建了中关村第一个

民营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

部暠.1984年,他离开了物理所,脱离了聚变研究,完全投

身于民办科技产业.尽管他的公司后来的运作并不成功,
但是他已在一个新的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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