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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钱三强 � 中国科学院和我国原子核科学技术

核物理
、

应用核物理
、

宇宙线
、

高能物理
、

反应堆
、

加速器
、

放射化学
、

辐射化学
、

同位素制备等
。

同年 � 月
，
国务院成立了第三机械工业部�����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

，
物理研究所改

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
。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
，
原子能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发展形势

。
记得从 ����年夏秋

起
，
物理研究所一派朝气蓬勃景象

，
工作空前繁忙

。
到苏联

、

东欧一些国家实习和留学的科技

工作者回来了 � 中国与美国在 日内瓦进行外交谈判之后
，
一批留美

、

留欧的科学家也回来了 �

��� 多名学核科学技术的大学生毕业了 �国务院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
、

科技工作者和

熟练技术工人
，
大力支援原子能工作

。

为了加快核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
，���，年春

，
刘杰

、

赵忠尧和我到苏联谈判关于引进和平

利用原子能的技术和设备问题
。
这年秋冬我和彭桓武

、

何泽慧等率领考察实习团 �� 余人�包

括在苏联学习的籍孝宏
、

刘允斌
、

屈智潜
、

钱皋馥
、

杨祯等�去苏联
。 ��，，年夏至 ����年秋重

水反应堆
、

回旋加速器等陆续建成
。
至此

，
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能科学技术基地－原子能

研究所初步形成
。

���� 年杨澄中率领一支科技队伍�包括金建中
、

乌巧恩九
、

张恩厚等�和必要的仪器设备
，
去

兰州筹建并发展为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
。

����年由卢鹤拔等
，
后来�����年�由张家弊

、

林念芸等共同组建了上海原子核研究所
。
至

此
，
中国科学院关于核科学研究的布局基本形成

。

这一时期
、

原子能所的科研工作面有了迅速扩大
，
包括高能物理理论

、

加速器
、

探测器
、

核

电子和谱仪
、

反应堆设计
、

堆工程技术
、

材料腐蚀
、

元件工艺
、

受控热核反应
、

计算数学
、

铀杯化

学
、

放射生物学
、
卫生防护等 �� 个分支学科

。
研究工作水平也迅速提高

。
并为中国科技大学

举办了近代物理系和近代化学系
，
进一步加强培养人才的措施

。

在国际合作与交流方面
，
我国参加了设在苏联杜布纳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科研 工作

。

王淦昌曾被推举担任该所的副所长
。
在他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

，
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
。
周光召对于盖尔曼等人提出的部分赓矢流守恒定律进行了较严密 的 理论上的

证明
，
是一个出色的工作

。

自 ��，�年 �月以后
，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
苏联单方面中断了协议

，

撤回了专家
。
这激发了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
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
大力协同

，
调动各

部门
、

中国科学院
、

各院校的力量
，
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

。
这个决定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

科技工作者对承担原子能的科技任务
，
感到莫大光荣

。

这个时期
，
以王淦昌

、

彭桓武
、

朱光亚
、

邓稼先
、
周光召

、

郭永怀
、

陈能宽
、

胡仁宇为代表的一

批科学家
、

工程师
、

技术工人和干部
，
被调到核武器研究机构

，
他们为了国家的声誉和强盛

，
齐

心合力
，
奋发图强

，
忘我劳动

，
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不久程开甲
、

董寿萃
、

孙瑞蕃
、

忻贤杰
、

陆祖荫
、

吕敏等参加了核武器试验科技基地的创

建
。

在原子能研究所内
，
为了配合核武器设计的需要

，
何泽慧

、

黄胜年等进行了裂变有关的中

子截面
、

中子能谱
、

氢与锉的各种同位素反应截面等的测量和调研工作
，
吴征恺

、

王承书
、

钱皋

霞等进行了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
、

实验和试制工作 �在我的领导下
，
钱皋葫组织中国科学

院和冶金工业部的研究单位联合试制成功扩散分离膜
，
使我国成为继美国

、

苏联
、

法国之后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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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解决了扩散分离膜制造的国家
。

根据核武器单位的要求
，
王方定

、

王树人
、

朱耀华
、

朱家暄等多途径探索
，
联合攻关

，
为中子

引爆做了关键性的工作
。
随着在分析化学

、

金属学
、

卫生防护和探测技术等方面作了充分准备

之后
，
终于迎来了 ���� 年 �� 月 �� 日这一天

，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
这一消息震动

了世界
，
使我国成为继美国

、

苏联
、

英国
、

法国之后第五个制造原子弹的国家
。

几乎在开展原子弹研制的同时
，
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委托我在原子能研究所组织黄祖洽

、 ‘

于敏等一批核科学理论工作者
，
开始了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的探索性研究

，
分析研究

了其基本现象和规律
，
探讨了不少关键性的概念

，
为氢弹的研制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
����年

初
，
原子能研究所这一部分科技工作者中的 �� 人�包括于敏和黄祖洽�调到核武器研制机构

。

为了取得氢弹所需要的热核燃料
，
金星南

、

刘允斌等掌握了锉同位素分离的理论
、

计算和

实验技术
，
肖伦

、

孙愁怡等开展了氖的制备和浓缩工艺
。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

，
两年零

八个月就爆炸了氢弹
，
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
并且使中国成为继

美国
、

苏联
、

英国之后第四个制造氢弹的国家
，
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

����年 �月
，
我国设计建成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
同年 �� 月核潜艇安全下水

，
使中国开始

掌握了核动力科学技术
，
这是在原子弹

、

氢弹之后
，
核科学技术的又一重大成就

。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各地方
、

各部门
、

各院校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
作为全国综合性科学

技术研究中心的中国科学院
，
除了充分发挥原子能研究所的作用以外

，
还调动了全院四分之一

强的力量
，
�� 几个研究所支援了核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

。
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和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陈能宽参加了核武器的科研工作
，
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所长兼任并主持核卫生

防护工作
，
金属研究所副所长张沛霖和核燃料科技队伍近百人

，
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

。

在记忆中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及计算工作
，
是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自行设计

制造的
“ ��� 丙

”
大型计算机上完成的 �核燃料生产及后处理是由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袁成业

等参加完成的
，
核燃料生产的关键技术－扩散分离膜

，
是以上海冶金研究所为主�金大康等�

研制成功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用的高速摄影机是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制的 �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袁秀顺等�做了大量的分析化学方面的工作
。
概括起来包括计算技术

、

金属材

料
、

光学仪器
、

分析化学
、

核燃料生产及后处理
、

铀矿地质资源以及原子弹
、

氢弹爆炸前后的地

质
、

气象
、

放射性本底的观测工作等
。
这些工作充分显示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储备方面的

重大作用
。

曾经主持中国科学院与第二机械工业部协作的裴丽生副院长
、

秦力生副秘书长
、

新技术局

谷羽局长和局里有关同志
，
作了大量工作

，
对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

在纪念建国
、

建院 �� 周年之际
，
我作为一个老兵

，
对于为发展我国原子能科技事业曾作出

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
表示敬意 �

从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中
，
我感受较深的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
、

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
。
这就是科技工作者怀着为国家的强盛

、

人民的幸福
、

社会

主义的新中国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
这种愿望转化为行动就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

。

它使我们一些科学家不为名
，
不为利

，
志在科学

，
志在事业

，
乐在其中

。
有了这个精神支柱就能

潜心研究
，
就能艰苦地在沙漠

、

荒山基地献身工作
，
甚至牺牲生命

。
我国的核科学技术的成就

，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取得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