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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逝世的学部委员

�姓名按姓氏笔划排列�

方心芳 �����一 �����
，
工业微生物学家

。
生物学部委员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
。
河南省临颖县人

。 ���� 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
。
先后在比利时

鲁文 ��
�
��

����大学
、

荷兰菌种保藏中心
、

法国巴黎大学和丹麦等国从事过微生物学研究
。
生

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

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
、

研究员
、

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

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酿造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
。

毕生从事我国传统发酵产品的科学研究
，
特别对我国酿酒工业及各种发酵食品的制造有

过精湛的研究
，

做出过重要贡献
，

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多次奖励
。

研究领域涉及工业微生物学的

许多方面
，
开辟了我国微生物学多个分支学科和新领域

，
创办过我国第一种发酵微生物学学术

期刊
，
并对我国微生物菌种保藏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

。
还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级专业人才

。

主要论著有� “
正烷烃发酵生产长链混合二梭酸 �

�

菌种的筛选
，
诱变及鉴定

” 、 “
高粱酒曲

改造论
”
等

。

王景唐 �����一 �����
，
金属材料及冶金物理化学家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

技术科学部委员
。
河南安阳人

。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
。 ����年

赴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巴依可夫冶金所读研究生
，
从事液态金属表面张力及真空脱碳的研究

，
获

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 ����年回国以后

，
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室主任

、

副所长
、

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
是中国金属学会冶金物理化学学会理事� 中国机械学会材料学会常务

理事�中国物理学会非晶态委员会委员
。

早期从事核燃料生产技术的研究
，
其后从事兵器材料的研制

，

集体进行的原子弹项 目的研

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
并为我国常规武器的研制及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

近十多年来
，
率先在国际上进行了液态与非晶态相关性的研究

，
并提出了液态与非晶态合金的

粘度的数学表达式
。
在非晶合金的驰豫

、

玻璃转变和晶化机制研究中
，
首先发现非晶硒的玻璃

转变可逆性新现象
。
根据实验和计算提出非晶合金的晶化新机制

，
指出晶化过程不仅有单原

子的跃迁
，

而且有序原子团的切变沉积呈台阶型长大过程
。
在固态反应形成非晶和纳米晶的

研究中
，
首次提出控制晶化的晶粒尺寸以廉价地制备超细合金粉的新途径

，
是纳米晶研究的重

要突破
，
获国家发明专利

，
并发现纳米晶合金的硬度与晶粒度呈反常 ����一����� 效应

。
获各

种成果奖 �� 项
，

其中国家级重大科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
，
部

、

院级奖九项
。
发表论文近 ��� 篇

，

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项
。
据 ����年统计

，
他是我国在国外发表论文数目名列第四的学者

，
在

国内外具有相当影响
，
所领导的实验室被国家计委选定为世界银行贷款重点跟踪国家重点实

验室
，
面向国内外开放

。
已培养硕士

、

博士 �� 余名
，
曾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

专著有 � 《非晶态物理 》 、 《液态金属》�与他人合作�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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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捷 �����一 �����
，
土壤学家

。
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

地学部委员
。
河北省玉田县人

。

����年毕业于北平地质调查所
， ���。一 ����年在美国田纳西大学

、

伊利诺斯大学研究院农学

系土壤部就读
，
获博士学位

。 ����年回国后任经济部地质调查所研究员
， ����年到北京大学

农学院土壤系任教授
、

系主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化系教授

，
一度

任校研究院副院长
。
曾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

、

北京土壤学会理事长
。
是全国政协第二

、

三
、

四
、

五
、

六届委员
。

半个世纪以来
，
在土壤分类学

、

土壤地理学及第四纪地质学
、

地形学诸方面做出了贡献
。
他

不仅从事土壤学教学工作
，
而且一直从事野外考察

，
足迹几乎遍及祖国各地

，

研究各地土壤类

型
，
地理分布和土地资源的区域评价

，
发表了不少论点和建议

，
为国家提供了农业资源的基础

资料
。
对我国不同地区的地貌和第四纪地质与土壤形成的关系

，
特别是对华南热带

、

亚热带红

壤形成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对我国的黄土形成分布

，

青藏高原自然地理分布区和农牧渔业开

发利用发表了论著
。 ���� 年以来担任

“
中国农业遥感培训及应用中心

”
的项 目主任

，
是我国农

业应用遥感技术的创始者
，
为培养遥感技术人才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

主要著述有� “
渭河断谷之地文

” 、 “
广西南宁盆地红壤分布及其地方意义

” 、 “
西藏高原的

自然区划
” 、 “
陕西渭河流域之土壤

”
等

。

朱洪元 �����一 �����
，
理论物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数理学

部委员
。
江苏省宜兴县人

。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系
， ����年赴英留学

，

在 �
�

布莱凯

特教授指导下从事宇宙线及基本粒子研究
，
����年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

年回国
。
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

原子能研究所
、

高能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

历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
、

副所长
、

第一副所长
、

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 �� �

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数理学部常委
。

毕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
，
在理论物理

、

高能物理领域中做出贡献
，
尤其以对同步辐射性质

的开创性研究及强子结构与强子过程的
“
层子模型

”
的建立闻名于世

。 《层子模型》于 ����年

被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
曾参与国防科研项目的研究

，
对包括光子

、

电子
、

中子和原子

核在内的高温
、

高密度系统的输运过程
、

反应过程和流体力学过程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

一直极为关心我国高能物理实验工作的发展
。 ����年底

，
与张文裕等 �� 位科学家给周

总理写信
，
建议建造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

。
其后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能区选择

、

方案

制定以及北京谱仪上物理目标的选定等过程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

他曾长期担任《物理学报》副主编
。
是 《大百科全书

·

物理 》卷的主编 。 ���� 年《高能物理

与核物理 》及科普杂志《高能物理》创刊时均任主编
，
办刊成绩显著

。

重视对青年的培养
，
言传身教

。
早在 �� 年代

，
就在北京大学及全国性的

“
量子场论讲习

班
”
上讲授《量子场论》 。

撰写的《量子场论》是我国几代粒子物理工作者的标准教科书及参考

书
。
培养出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中

，

有不少人已成为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所教学与科研的中坚

和不同方面的学科带头人
。

主要论著有� 《量子场论》 、 《层子模型理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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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恢先 �����一 �����
，
地震工程学家

、

结构工程学家
。
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

究员
，
技术科学部委员

、

常务委员
。
江西省莲花县人

。 ����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上木工程

系
， ���� 年赴美留学

，
����年获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

。 ����年回国
。
历任湘桂

、

黔桂
、

平汉

等铁路的工程司长
，
还担任过浙江大学

、

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教授
。 ����年再 度赴美

，
在

������ � ������� 设计公司任工程师
，

并在 ��������� 理工学院任教授
。 ����年回国

，
任

清华大学教授
，
����年调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

，

在哈尔滨创办工程力学研究所�原称土木建筑

研究所�
，
在该所担任所长 �� 年

，
名誉所长 �年

。
中共党员

，
九三学社社员

。
曾任第二

、

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和第四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
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

、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和该社黑龙江省委主任委员

。
还曾被选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会长

、

中国地震工程联合会理事长
、

中国地震学会副理事长
、

中国地震学会地震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等职务
。

早期从事结构静力学的研究
，
后开展地震工程学的研究

，

是中国地震工程学的奠基人
。
对

地震力理论有深湛的研究
。
研究挡水坝的地震荷载

，

提出了先进的
、

切合实际的计算方法
。
重

视总结震害经验
，
主编的《唐山大地震震害》一书是关于唐山地震的历史性文献

，
得到国内外地

震界的高度评价
。
主持编制了我国第一个 �����年�和第二个 �����年�抗震规范草案

。
更新

了地震烈度的定义
，

研究了地震烈度的物理标准
，
领导制定了

“
中国地震烈度表������

” 。
主持

开展工程建设中智能辅助决策应用的研究
。
曾任第七

、

八
、

九届世界地震工程会议中国代表团

团长
，《地震工程与结构动力学》 、 《土动力学与地震工程 》 、 《结构可靠性 》等国际学术刊物的编

委和《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 》等刊物的编委
。
主编《地震工程与工程振动 》学报

。
培养了多名

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

主要著述有 � 《刘恢先科学论文选集》 、 “
论地震学

” 、 “
挡水坝地震荷载

” 、 “
关于地震烈度及

其工程应用问题
”
和

“
减轻地震危险的唯一途径

”
等

。

毕德显 �����一 �” ��
，
电子学家

。
南京通讯工程学院教授

。
技术科学部委员

。
山东

省平阴县人
。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 ���� 年在该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
后留校

任教
。 ����年在昆明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工作

， ����年赴美留学
，

一

获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硕

士学位
， ����年获加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博士学位

，
后在该院火箭理论研究组工作

，
随后又应

聘去美国东部 ��� 公司的新产品试制部参加研制脉冲多路通讯和微波通讯等设备 的 研 制
。

����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
， ����年任大连大学电机电讯系主任

，
此后一直在我

军通讯技术院校担负教学
、

研究和领导工作
。
曾当选为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

并于 ���� 年和 ����年两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 ����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 ����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是公认的我国第一流的雷达专家
，
在雷达理论

、

信息论
、

电磁场与天线理论方面都具有较

深的造诣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
积极参加创建了我国军事院校的第一个雷达工程专业

。

最

早把自动控制技术
、

脉冲技术
、

微波技术和检测理论等组织进我国雷达专业教学课程之中
。
又

是我国电子学界中最早进行信息论在雷达和通信中应用的研究者之一
。
�� 年代初期

，
在重庆

主持开办了全国性的信息论学习班
，
对促进我国的信息论研究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
主编和甜

译过许多教材
、

书籍
。 ��，�年以前

，
主编了《电波传播》 、 《脉冲技术》 、 《信息论基础 》 、 《电视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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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 、 《天线馈电设备》 、 《电磁场理论》等书
。 ����年

、

重新开始带研究生
，
担任了学院第一期

指挥自动化通信专业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
。
近年着手开展军事通讯网的研究

，
为实现通讯现

代化而勤奋地工作
。

主要论著有� “
坑道天线理论研究

” 、 “
信号设计

”
等

。

吴仲华 �����一 �����
，
机械工程

、

叶轮机械气动热力学家
。
江苏省苏州市人

。
中国科

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名誉所长
。
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

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
。 ����

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系后留校任教
。 ����年考取清华大学

，
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研究院公赞留学
， ����年获机械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 ����一 ���� 年在美国航空顾问委 员会

路易士喷气推进中心任高级研究科学家
， ����一 ����年任布鲁克林大学机械系教授

。 ����年

回国
。 ����一 ���� 年任清华大学动力工程系教授

、

副主任
，
并创建了燃气轮机专业与教研组

，

任教研组主任
。 ��，，年创建中国科学院动力研究室

，
任研究员

、

主任
。 ����年被选聘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时

，
创建了工程热物理专业

。 ����年
，
中国科学

院动力研究室并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任研究员

、

副所长
。 ����年

，

创建工程热物理学

会
，
任理事长

。 ���。 年
，
创建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
任研究员

，
所长

。
同年创办了中

国《工程热物理学报》 ，
任主编

。 ����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执行主席
， ����年任中国科

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
。
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

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

常

委
、

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
此外

，
还曾任中国科技大学工程热物理系主任

、

三机部技术顾问
、

国

家科委工程热物理学科组组长
、

国家科委燃气轮机专业组副组长
、

机械工程学学科组副组长
、

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

大庆油田能源顾问等职务
。
于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从 ����年起
，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

，
首先提出了

“
径向平衡

” 、 “
流通理论

”
等

。 ����年
，

创造性地建立了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
，
得到了国际学术

、

工程技术界的一致公认
，

称其为
“
吴

氏通用理论
” ，

其主要方程被称为
“
吴氏方程

” 。
�� 年代由于计算机能力的限制

，

工程界将早期

的
“
径向平衡

”
应用于工程实践设计

。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
三元流动理论已逐步全面地应用于

先进叶轮机械的设计中
。
叶轮机械的性能也随之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
�� 年代中期

，
提出了使用

任意非正交曲线坐标与根应的非正交速度分量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基本方程组
，
将理论提到

了新的高度
。
在此基础上

，
领导研究发展了一整套亚

、

跨
、

超声速计算方法与计算机程序
，
已在

国内广泛推广应用
，
并得到了实验验证

。
至今

，
该理论仍是国际先进叶轮设计分析的理论基础

。

他为我国引进了斯贝发动机
，
并为该机在我国的实用

，
提出了可行方案

，
尤其在改造此发

动机于地面应用中发挥了三元流动理论的威力
，
取得了与设计计算一致的实测结果

。

此外
，
他在提高我国能源利用水平

、

发展我国联合循环等总能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践

上都有重要贡献
。
直到逝世前不久

，
仍在医院内为发展我国的一体化煤气联合循环进行研究

，

提出关键性建议
。

主要论著有� “
轴流

、

径流和混流式亚声速与超声速叶轮机械中三元流动的普遍理论
”
等

。

张文裕 �����一�����
，
物理学家

。

理学部委员
。
福建省惠安县人

。

����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
，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名誉所长
。
数

年赴美国留学
，
后在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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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瑟福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研究
，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

。
先后在四川大学

、

西南

联合大学任教
。 ����年再度出国

， ����年至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巴尔摩实验室任教

授
， ����年至 ����年任普渡大学教授

。 ��，�年回国
。
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所 任 研 究

员
、

宇宙线研究室主任
、

副所长等职
。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 �年

组的研究工作
。
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

，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
����年创立了高能物

理研究所
，
并任所长至 ����年

。
曾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

、

常务理事
、

名誉理事
。 ���� 年起至

��� 年代中期曾担任《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的正
、

副主编
。
还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

、

名誉理

事
，
中国高能物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

。
是第二至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第四
、

五
、

六届全

国人大常委
，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和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
，
在放射性同位素

、

宇宙线大气簇射和奇异原

子研究
，
以及多丝火花计数器的发明方面

，
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
在国际科学界享有盛誉

。
尤其

在 拼子吸收的研究中确证了 拼介原子的存在
，
从而开拓了奇异原子物理研究领域

。 ����年回

国后
，
积极促进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的扩建

，
与肖健共同领导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云

室组
，
作出了高水平的物理工作

，
培养了一代宇宙线研究者

。
�� 年代初

，

领导中国科学工作者

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所利用加速器进行高能物理实验工作
。
把当时已知的重子共振态归纳

成核子和超子的激发态
，
提出了一个重子能级跃迁纲图

，
并在 �

“
超子和核子散射研究方面做

出了重要贡献
。

他是我国宇宙线及高能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
一贯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多年来孜

孜以求的是要建立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
，
培养和形成我国的高能物理实验队伍

。 ����年
，

以他为首的 �� 位科学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

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
，
开展高能物理研究

。

���� 年
，

亲自主持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建设调整方案的论证
，
广泛征求与听取国内外高

能物理学家的意见
，

在确定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
以及对撞机的物理 目标和能区选择上起

了关键作用
。
他为发展我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呕心沥血

，
直至生病期间还坐着轮椅到对撞机工

地了解工程的进展
。

他十分重视科研与教育相结合
，
曾在国内外长期任教

，
回国后

，
自 ����年起在中国科技大

学兼任教授
，
以后又兼任近代物理系主任

，
为该系的成长作出了贡献

。

����年
，
曾率领中国高能物理代表团出访美国

、

西欧
，

为增进我国与国际高能物理界的友

谊
，
开展学术交流与技术合作

，
作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工作

，
为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走向世界作

出了重要贡献
。
曾担任第一

、

二届美国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中方主席
，
并参加了第一至第

三届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会议
。

共发表 �� 余篇论文
，
主要有� “

用 了射线和高能中子所产生的放射性
” 、 “
在铅和铝箔中停

止的海平面介子
” �

、 “
在铅和铝箔中停止的海平面介子

” � �美�等
。

陈新民 �，�，�一�” ��
，
冶金过程物理化学家

。
中南矿冶学院教授

、

名誉院长
。
技术科

一

学部委员
。
安徽省望江县人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
，
历任副化学师

、

技师
、

科学教育馆助理研究员等职
。 ����

年夏
，
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

，

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冶金系学习
。 ����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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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博士学位
。
此后在美国卡内奇钢铁公司任冶金研究员

，
从事钢中氢含量的影响因素的研

究
，

并考察美国工厂技术管理方面的情况
。
一年后回国

，
先后任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系教授

、

北

京大学化工系兼任教授
。
解放后

，

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 ����年赴长沙筹建

中南矿冶学院
，
并任教授兼院长

。 ����年任教授兼物理化学
、

冶金物理化学两教研室主任
。

����年任常务副院长
。
并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中国民主同

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

湖南省委员会主委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
中国金属学会常

务理事
。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长期致力于冶金过程物理化学热力学和动力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
，
主编并出版了《火清

冶金物理化学》 、 《冶金热力学》等书
，

担任过
“
物理化学

” 、 “
非铁冶金学

” 、 “
冶金过程物理化学

” 、

“
冶金热力学

” 、 “
电化学

”
等十几门课程的教学工作

。
先后培养了一批博士

、

硕士研究生
。

主要论著有 � “
熔铁中铬氧平衡

” 、 “
氧化钻氧化镍的氯化平衡

” 、 “
金属中气体分析的热力

学基础
” 、 “
氯化镁水合物脱水反应的综合研究

”
等

。

姜圣阶 ���� �一 �����
，
核科学家

、

化学家
、

化工学家
。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研究员

、

科技

顾问
、

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
、

化学部学部委员
。
黑龙江省林甸县人

。
����年毕业于天津河北

工业学院电机系
。 ����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
����年获科学硕士学位后回国

。
先后担任

南京永利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

二机部副部长
、

核

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兼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

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
。
曾当选为第六届

、

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

长期工作在科技第一线
，

在无机化工和核化工领域有一系列创造性的科技成就
。
在从事

化工工作期间完成了百余项技术革新
，
受到国务院的特别嘉奖

。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

，

领导和组

织了我国第一座大型军用生产反应堆
、

第一座核燃料后处理厂的建造和运行
，

为
“
两弹

”
研制作

出重要贡献
。
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

积极倡导并推动核能技术的和平利用
，
特别是核电在我国的发展

。
指导秦山核电站及其

核燃料循环系统的研制和建设
。
积极推动国内核技术在工

、

农
、

医等领域的应用
。
曾主持国家

核安全局的组建工作
，

为建立我国核安全管理体系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
并为开拓中法两

国核能合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 ����年获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

在长期核科技工作中
，
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核科技专家

。

主要著述有� 《合成氨工学》三卷
、 《后处理工艺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高
�

怡生 �����一 �����
，
药物化学家

、

天然产物化学家
。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
、

名誉所长
。
化学部委员

。
江苏省南京市人

。 ����年 �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
，

获理学士学位
。 ����年至 ���，年

，
先后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助理员

、

上海民谊制药

厂化学技师
、

南京钟英中学化学教员
。 ���，年 �� 月任上海北平研究院副研究员

。 ����年 �

月留学英国
，
在牛津大学有机化学系攻读研究生

，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 ����年回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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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任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

副所长兼室主任
、

所长和名誉所长等职
，
并兼任上海市计

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
曾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

、

中国化学学会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

长
、

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和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会主任委员
。
是上海市第二

、

三
、

四届政协委员
、

第五
、

六届政协常委
。

继我国有机化学界前辈庄长恭
、

赵承暇等教授之后
，
高怡生对我国肿瘤药物合成化学及天

然产物化学的开辟与发展起了先驱作用
。
�� 年代初期

，

针对我国缺医少药的严重情况
，
结合

至 ����年
，

被派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
曾担任中国组组长

，
并领导一个联合研究

生产实际研究出氯霉素的全合成及拆分旋尖体等新方法在东北制药厂试用
。 ����年开 始 从

事抗肿瘤药物合成研究工作
，
在设计抗肿瘤化合物方面

，
提出以植物生长控制剂为筛选对象

，

发现几种有抗动物肿瘤作用的化合物
。
与此同时

，
结合过去在天然产物合成的工作

，
参加领导

设计莲心碱的结构测定及其合成研究
，
这是我国研究生物碱化学中第一个从提取结构测定到

合成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工作
。
此后

，
参加了

“
美登素全合成

”
的合作研究

，
此项工作对寻找抗

肿瘤新药
，
从分子水平阐明药物作用原理以及发展精细有机化学都具有较大的意义

。
美登素

的人工全合成成功
，
标志着我国对结构复杂的天然产物的精细有机合成研究已达到 �� 年代的

国际先进水平
。

一生培养了几代科研人才�研究生七名
，

大学毕业生等研究人员十余名�
。
他还为药物所

成为化学和生物两大学科相结合
、

以天然药物研究为特色
、

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声誉的新药综

合性研究机构
，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主要著述有� “
莲子蕊生物碱的全合成

” 、 “
中草药活性成份的研究—�� 种新有效成 份

的发现
” 、 “
美登素的全合成

”

等
。

徐 仁 �����一 �����
，
古植物学家

、

抱粉学家
。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地学

部委员
。
安徽省当涂人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
，
获理学学士学位

，
后被聘任为北京

大学植物系助教
。 ����一����年任云南大学生物系副教授

。 ����年赴印度
， ����年获印度

勒克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一 ����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

、

植物系副教授
。 ����一 ��，�年

在印度古植物学研究所任教授兼副所长
，
����年回国

。
历任中国科学院古植物研究所

、

地质

部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

研究室主任
。 ����一����年任北

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
， ����一 ����年兼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顾问

。

����年起研究植物解剖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 ����年发表竹和中国卷柏的苗尖解剖和

生长的论文
，
被誉为经典著作

，
为国内外大学植物解剖学教科书所引用

。 ���� 年后研究古植

物学
、

抱粉学
。
阐明了中国晚生代

、

中新生代植物群的演替和分布规律
。
由此推论古

、

中
、

新生

代含煤岩系和中
、

新生代含石油岩系的地质和地理分布规律
，
为我国普查找矿

，

特别是找煤田

和石油提出了理论依据
。
还依据古植物学资料

，

探索中国现代植被和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

发展
。
特别是通过对喜马拉雅山发现的上新世二叠纪舌羊齿植物群标本的研究

，
指出板块运

动是喜马拉雅山升起和青藏高原隆起的原因
。
对于我国东部第四纪冰期气候的变化

，

提出了

古植物学证据
，
国际植物学界对这些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
于 ����年被推选担任第 �� 届国际植

物学大会副主席
。 ����年发表的

“
晚白奎纪以来中国植被发展史及其与北美植物区系的关系

’卜

一文
，
根据古植物学证据

，
提出两个相距很远的植物区系现存不少相同属

，
都是属地孑遗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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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由于迁移的关系
，
从而解决了 ��� 年来植物地理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
他是我国抱粉

学创始人
，
一生培养了许多古植物学

、

抱粉学科研人才
。

主要著述有� “
中国卷柏苗尖解剖和生长

” 、 “
藏南舌羊齿植物群的发现和其在地质与古地

理学上的意义
” 、 “
晚白至纪以来中国植被发展史及其与北美植物区系的关系

”
等

。

殷宏章 �����一�����
，
植物生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

名誉

所长
。
生物学部委员

。
山东省充州县人

。 ����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
，����年获北京大学硕

士学位
。 ���，年后在南开大学任教

，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
。
����年任英

国剑桥大学交换教授
。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 ����一��� �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南 亚 科

学合作馆科学馆馆员
。 ����一 ����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

副所长
、

所

长
、

名誉所长
。
曾任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

。 ����年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早在 �� 年代
，
就开展了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联系的研究

。 ����年
，
发明了一种组织化

学方法
，
即在植物组织切片中加人底物

，
经酶作用后染色

，
以观察酶的分布

，
用该法阐明了磷酸

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

，

参加领导了抗生素的研究生产
，
为

我国抗菌素事业作出了贡献
，
并推动了微生物生理研究

。 ���，年
，
组建了国内第一个光合作

用研究组
，
该组�室�在光合磷酸化的机理

，
特别是其中高能中间态的存在和性质方面

，
取得了

重要进展
。 ����年在作物光能利用和产量形成的关系上提出了

“
群体

”
概念

，
倡导并推动了群

体结构与光能利用
，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和统一

，
群体的发展

、

调节和控制等问题的研究
。

主要著述有 � “
水稻田的群体结构与光能利用

” 、 《稻麦群体研究论文集》 、 “
光合作用研究

的进展
”
等

。

顾功叙 �����一�����
，
地球物理学家

。
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名誉所

长
。
地学部委员

。
浙江省嘉善县人

。 ����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学系
，
获学士学位

。
任教

于浙江大学
。 ����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

，
于 ����年赴美国留学

，
在科罗拉多州矿业学

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
， ����年获硕士学位

，

同年转赴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科学系从事

科研工作
。 ����年回国

，
任昆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幼究员

。
抗战胜利后随物理研究所回

到北平
，
继续任研究员

。 ����年与老一辈地球物理学家共同创建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
担任

第二
、

三届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
，
并主编《地球物理学报》 、

��，�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兼所长
，
兼任地质部地球物理勘探局总工程师

、

副局长
。
��，�年被聘任为中国科学

院学部委员
。 ���� 年发起成立中国地震学会

，
曾任该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和《地震学报》主编

��，�年担任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
，����年获美国勘探地球物理上

作者协会名誉会员称号
。 ����年加人九三学社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并当选为一至七届

全国人大代表
。

曾领导和指挥鞍山铁矿
、

包头铁矿
、

大冶铁矿等重要金属矿山及煤矿资源的地球物理勘探

和研究工作
，
对发现新的矿产资源及扩大已知矿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
指导开展的全国地球物

理石油普查
，
尤其是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对大庆油田的发现起了重要作用

，

参与领导的《大庆

抽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于 ����年获国家发明奖集体一等奖
。



� 期 �，��年逝世的学部委员

����年邢台地震以后
，
顾功叙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地震预测和预防研究工 作 的 指

示
，
领导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把研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地震监测预报和深入探索地震

本质的研究工作中去
，
发展了以震报震

、

以磁报震以及地电
、

重力
、

地声
、

地应力等监测预报地

震的方法
，
使我国的地震预报和科研工作跻身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
多年来

，
为我国培养了大

批地球物理和地震学研究人才
，
许多学生已成为我国地质矿产

、

地球物理和地震研究部门的栋

梁和骨干
。
多次率领中国地球物理及地震代表团访问美国

、
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

，
出席许多重

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

促进了中国地球科学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

具有较高的国际声望
。

主要论著有� “
地球物理勘探基础

” 、 “
地震预报

”
等

。

钱三强 �����一 �����
，
原子核物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

，

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
。
浙江省绍兴县人

。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年赴法

国留学
，
在约里奥

一

居里夫妇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
，
����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
����

年获法国科学院德巴物理学奖金
，
先后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
研究导师

。 ����年

回国
，
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
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所长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历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
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

、

局

长
，
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

，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浙江大学校长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

任
，
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副主任

，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等

。 ����年加人中

国共产党
，

曾先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党委委员
、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
。
曾当选为全国民主青年

联合会副主席
，
全国人大代表

，

全国政协委员
、

常委
，
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

、

理事长
，
中国核学

会名誉理事长等
。

在法国研究发现了抽核三分裂现象
，
深化了人类对核裂变的认识

。
回国后

，
积极参加创建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科学院学部和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基地
，

特别是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

立和对
“
两弹

”
的研制

，
为培养和吸引人才

，

作出了重要贡献
。

钱保功 �����一�����
，
高分子化学家

。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研究员

。
化学部委员

。
江

苏省江阴县人
。 ����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

，
����年赴延安抗 日军政大学学习

。 ���。 年毕

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
，
获理学学士学位

。 ����年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多科工学院高分子研究

生学院学习和工作
，
����年获硕士学位

。
历任上海化工厂副工程师

，
沈阳化工局工程师

，
中国

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

橡胶研究室副主任
，

高分子化学研究室主任
，
高分子物理

研究室主任
，
副所长

，

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
、

院长
。
曾任湖北省化学研究所所长

、

名誉所

长
，
武汉大学

、

吉林大学
、

上海交通大学
、

深圳大学
、

成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
中国化学会理事

、

长春分会副理事长
，
高分子委员会副主任

。
还曾任《中国科学 》 、 《科学通报 》 、 《高分子学报 》 、

《高分子科学与工程 》编委
，
美国《应用高分子杂志 》编辑顾问

。
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全国第

三一七届政协委员
。

一生主要从事高分子化学研究
，
在合成橡胶及其表征

、

高分子辐射化学
、

凝聚态高聚物体

系的多相转变与反应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
填补了我国有关分子学科的空白

。
曾多次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
，
����年应邀参加在美国纽约召开的

“
高分子科学十年展望

”
报告会

，
庆祝导师马克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刊 ���� 年

教授 �� 寿辰并作
“
稀土催聚体系的最近成就与展望

”
的报告

。
研究成果

“
稀土催聚顺丁橡胶的

表征
”
获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

，“
合成橡胶的屈服强度力学松弛与链缠结

”
和

“
稀土顺丁橡胶

的聚集结构分子缠结
”
均于 ����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

。
主译《高分子科学与材料》 、 《高分子

化合物化学》 、 《非晶态物质》等六本专著
。
培养了多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

发表论文 �� 余篇
，
主要著述有� 《高聚物的转变与松弛》 、 《高分子科学与材料发展简史》 、

《天然橡胶的结晶过程 》 、 《粘弹性能 》 、 《聚丙稀睛的改性处理》 、 《高聚物体系固态反应》等
。

谭其骤 ����卜
�����

，
历史地理学家

、

历史学家
。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前所

长
、

教授
。
地学部委员

。
浙江嘉兴人

。 ����年就读于上海大学
，
����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

系
。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

。
次年在北京大学

、

燕京大学
、

清华大学任兼任讲师
。

����年任浙江大学史地系副教授
， ����年任教授

。 ����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系主

任
、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 ����年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地理学会

，
历任理事

、

历史地

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

上海市哲学社会联合会副主

席
，

第三
、
四

、

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

����年协助顾领刚创办
“
禹贡学会

” ，
从此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
是该学科的主要创

始人和奠基人
。
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

、

民族分布和迁移
、

区域文化地理
、

海陆变迁
、

地名

学和地名考释
、

历史城市地理
、

地理学史等方面均有重要论著�对黄河
、

长江水系变迁的研究取

得重大进展
，

构成《中国自然地理
·

历史自然地理 》一书的主要部分�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

集中显示了我国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成就
，
是迄今世界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创办并

长期领导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是我国该学科的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 毕生从事专

业教育
，
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

。

主要著述有《长水集》�上
、

下册�及论文数十篇
，
主编有《中国历史地图集》 、 《中国自然地

理
·

历史自然地理 》 、 《辞海
·

历史地理分册》 、 《黄河史论丛》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