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年《国外科学仪器》杂志正式更名为《现代科学仪器》，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原中国科协主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院士为本刊题词 

 

 

 

“两弹元勋”、科技界的旗帜——朱光亚院士 
 

朱光亚（1924.12.25—2011.2.26），战略科学家、新中国科技事业主要领导人之一、“两弹”事业元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核科学事业主要开拓者之一。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第四届全国

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1985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6 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成就奖。2004年 11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我国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 10388

号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感动中国”2011 年度获奖者榜首。 

赴美学习成绩优异  毅然回国投身教育 

朱光亚 1924 年出生于湖北省，由于父亲在法国企业工作，他和兄弟姐妹从小接受西式教育。1938 年，

受抗日战争形势所迫，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转移到重庆，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1941 年，他考入了西迁至

封面人物 



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通过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赵广增等教授了解了国际物理学科的新

发展。1942 年夏天，朱光亚转学到西南联大，在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吴大猷等众多名师的悉

心教导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被派往美国考察，学习原子

弹的相关技术。年轻学者朱光亚、李政道被吴大猷选为助手，与他同行。 

1946 年 9 月，朱光亚进入密歇根大学，一边担任吴大猷的助手做物理课题，一边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实

验核物理。1947 年初，他在世界著名的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上连续发表英语论文，核物理新兴科学前沿

从此开始出现中国人的名字。1949 年秋天，朱光亚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他仅仅 25 岁。 

1950 年 2 月，朱光亚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一大批优秀青年学者也受到感召，

陆续回国。朱光亚回到祖国仅仅四天，就站在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讲台上，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

主讲的是光学和普通物理。在此期间，他还出版了系统论述核武器的学术著作《原子能和原子弹》。 

1952 年，朱光亚被选为板门店谈判的翻译。美方虽然在战场上已经失利，但因为有核武器的底牌，态度

仍十分强硬，谈判异常艰难。他深深感到，新中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强大核武器。 

1952 年，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经过院系调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综合

性大学。俞瑞璜、朱光亚、吴式枢等一批优秀的物理学家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投入到东北人民大学

物理系的创建工作中。 

至 1955年 5月朱光亚调离东北人民大学的 3年时间里，该校物理系从无到有，师资队伍发展到 50多人，

建成 12 个实验室，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朱光亚在东北人民大学教过的学生有 519 人。他的学生中，后来

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 3 人，包括原北京大学校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佳洱，著名核聚变与等离

子体物理学家王世绩，材料科学家宋家树；教育部副部长 1 人；著名大学校级领导 6 人；国家科学奖项获得

者、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数百人。 

一生一事  功勋卓著 

“感动中国”2011 年度获奖者榜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的颁奖词： 

“人生为一大事来。他一生就做了一件事，但却是新中国血脉中激烈奔涌的最雄壮力量。细推物理即是乐，

不用浮名绊此生。遥远苍穹，他是最亮的星。” 

“一生就做一件事”这句话的原创者不是别人，正是朱光亚自己。他的原话是:“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

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1955 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朱光亚被召唤回到北京，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这

批人后来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核事业的骨干力量。1956 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9 年 6 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唯有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急需一位负

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推荐朱光亚，35 岁的朱光亚义无反顾地挑起了重担。此后，他又

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担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从此，他置身于发展核武器这



一关乎祖国命运的伟大工程的最前沿，与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邓稼先、陈能宽等科学家一起，

共同组织原子弹的研制攻关。 

1962 年 8 月，二机部上报中央报告《1963 年、1964 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简称《两年

规划》）。鉴于原子弹技术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单靠二机部是很难完成的。据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委员

会（中央专委）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及国防尖端事业的领导。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

作”。 

为了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的实现，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

性。朱光亚编写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实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原子弹装置国

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文件是阶段性总结分析报告，对我

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很重要作用。后一纲领性文件是

对下一步工作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將核爆炸试验份两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进行

的方案。后来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他不但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提前了，很重要的是

能安排较多的试验项目，用来监测原子弹动作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及

试验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1964 年至 1966 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

“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7 年 6 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 年 9 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1970 年 6 月至 1982 年 7 月，朱光亚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研究的同时，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的筹建…… 

朱光亚主管科研全局，是原子弹研制工作的最高技术负责人，责任重大。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是核

武器研究所）党委宣传部在《深切缅怀朱光亚先生》的文章中写到：核武器研制是涉及众多学科的大科学工程，

包括理论、设计、生产、冷热试验、测试等各个方面，需要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需要全国方方面面大力配合。

无论是在长城脚下的工地，还是在一望无垠的戈壁、草原，无论是在简易工棚的生产车间，还是在紧张的试验

场，朱光亚以其深厚的科学功底、卓越的科研组织领导才能，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使整个组织像一台精密的

机器，各项工作协同有效地运转起来。他仿佛是在用手中的笔，指挥着千军万马的科技大军奋勇向前，指挥着

这个合唱团的各个声部合唱出最悦耳的旋律。 

对朱光亚的这些评价应该是真实的，贴切的。 

科 技 界 的 旗 帜 

1985 年 3 月 9 日，中央军委任命朱光亚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国防工委党委常委之一。由此，朱光

亚作为国防科工委领导核心之一，成为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科技主帅。 

朱光亚主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工作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展国防科技工业战略研究。这项立足当前，



谋划长远，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指导性。 

党中央、国务院于 1986 年 3 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

能力，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统筹部署高技术的集成应用和产业化示

范，充分发挥高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先导作用。朱光亚是 863 计划的总负责人，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91 年 5 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光亚当选为中国科协新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时值

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有人认为科协工作今后应以经济效益为取向。朱老反复强调要牢记科协

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和党领导的人民团体，不同于社会上的一般科技实体或公司。强调基础科学研究不

能用市场经济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其工作成效。为科协这艘航船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找准了航向。 

朱光亚对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成长尤为重视。1992，在他倡导下中国科协创立了“青年学术年会”，为

青年科技工作者展示才华脱颖而出搭建一个专门舞台。 

1994 年，在他的推动下，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和中国科协共同设立了“中国青年科技奖”。1995 年

朱光亚又倡导设立了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 

1993 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联名向中央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报告认为，建立一个以工程技

术专家为主体的独立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的学术机构，对进一步提高工程技术界的社会地位，广泛调动工

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并发挥其整体作用，加速我国的基础工程建设，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竟争

能力，将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1994 年 6 朋 7 日，经中国工程院全体院士无记名投票，朱光亚全票当选中国

工程首任院长，众望所归。 

朱光亚当选时，年已七旬，但老骥伏枥，依然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他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发挥集体

智慧，把基础打好，在国内外树立起工程院的良好形象。工程院成立之初，朱光亚将学风道德建设放在重要

位置，他认为学风道德建设，不能仅凭个人的自觉性和政治思想教育，更要有组织保证。在他们推动下，成

立了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制定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中院士行为规范》，《中国工程院院

科学道德行为准则》。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提出了处理办法：全院通报批评，向社会公报，撤消院士称号。这

是朱光亚对中国工程院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反映出他在道德建设上的远见卓识。 

朱光亚本人廉洁奉公。节约开支，办公条件简陋，将获得的 “何梁何利基金奖”100 万港元奖金全部捐

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不要宣传。 外出拒收礼金、礼品，实在推脱不了，事后也悉数交公。 

身兼中国科协主席和中国工程院院长的荣耀，朱光亚以其崇高的威望，杰出的才华，高尚的人品，成为

中国科技界一面令人仰望的旗帜。 

朱老身上代表了或者说体现了我们国家老一辈科学家的高风亮节。我们都要学习以朱老为代表的老一辈

科学家身上所体现的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奉献精神；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敢于创新、不懈攀

登的求索精神；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资料来源：互联网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