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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系科大 倾心育人
———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自勤教授

侯建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暋合肥暋230026)

暋暋吴自勤教授于1983年调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基础物理中心(现改名为天文

与应用物理系),主持微结构研究室的工作,历任副

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结构分析中心

开放实验室主任等职,辛勤耕耘20多年,退休后仍

念念不忘中国科大的发展,不断为中国科大的各项

工作出谋划策.
吴老师履职中国科大之初,恰逢研究生制度恢

复不久,吴老师敏锐地察觉到人才的竞争是一切竞

争的基础,随即利用开放实验室的条件,招收了一大

批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并加以悉心指导和培养.
2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各条战线上的

栋梁,印证了吴老师当年的远见.20多年来,吴老师

培养了5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吴老

师还结合自己的科研心得,先后主讲了《晶体学》、
《薄膜生长》、《固体物理实验方法》、《微分析物理及

其应用》以及《分形原理和应用》等课程,受益的研究

生和青年教师难以计数.
吴老师学识渊博,研究兴趣广泛,共发表了200

多篇论文,撰写编著了6部专著.20世纪80年代,学
校的科研条件比较差,科研文献的获取以及与国际

学术界的交流也比较困难,但吴老师并没有因此降

低研究生的选题标准,而是以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带领研究生进入到当时凝聚态物理的前沿研究领

域.在准晶发现后,吴老师选择了准晶的微结构作为

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并且取得了一些进展.80年

代中期,分形从一种数学方法,开始被科学家用于描

述各种自然界的复杂过程.同时,非晶晶化的机理研

究也是当时材料科学和凝聚态物理的研究热点.在
吴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将两者结合起来,利用有限的

文献资料和简单的实验条件,开展了分形晶化研究,

用分形维数来定量描述薄膜晶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

复杂形态,为理解晶化动力学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

视角和方法,是这一领域国际上发表最早的一批研

究成果,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引用.经过十年的研究

工作和积淀,此项研究最终获得了1997年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作为吴老师在中国科大最早的

一批研究生之一,我有幸在吴老师的培养下开始了

自己的科学研究生涯,他对科研的热情和执着,严谨

与敏锐,使我们受益良多.特别是在研究选题中注重

以科学问题为出发点,在工作过程中注重实验技术

的不断改进和创新而不被仪器所束缚,在科研方法

上注重多学科以及理论和实验的合作与交叉,对形

成我个人的科研风格和科研成绩的取得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吴老师不仅在学业上对研究生严格要求,而且

非常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成长.80年代物价上涨较

快,而研究生津贴的提高滞后,吴老师把自己应得的

稿酬、评审费等拿出来资助困难研究生.在获得学位

后,很多同学都去国外工作或进修,吴老师总是非常

关心大家,经常和大家联系,介绍国内的发展,鼓励

大家学成后回国服务.90年代初,我在美国工作,每
年都能收到吴老师的来信.1994年冬,吴老师利用到

美国探亲的机会,专程到 Oregon州立大学,并带来

了钱临照先生的亲笔信,希望我能回国工作.这让我

深受感动,因此决定尽快回到母校.
吴老师还承担了很多的学术兼职,如《物理》杂

志主编、《电子显微学报》的编委和副主编、中国电子

显微学会常务理事、材料与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科
学出版社应用物理学丛书主编等,还撰写了近百篇

科技综述、评论、科技发展回顾和科学家人物介绍等

文章,为科技咨询和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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