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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济 民先生是我们尊敬的老师
%

万万没有

想到
,

他竟突然离开了我们
,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

德高望重 的师长
%

胡先生在 ∀  多年的教学 与

科研生涯中为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培养了大批

人 才
%

我们就是在他 的谆谆教诲下步人 人生

的
%

对他孜孜不倦地教诲后生的情景
,

至今回

忆起来仍历历在 目
%

胡先生治学如他的为人
,

严谨而朴实
%

他

常教导我们做学问一定要有老实的态度
%

记得

他曾对我们说
,

考试时如果你哪道题不会
,

就写
“

不会
”

或空在那里
,

不要乱猜乱答
%

阅读外语

文献
,

如果别人用十分钟读完一段
,

你需要一个

小时
,

这不要紧
,

重要 的是要读懂
%

胡先生不仅是身体力行
、

诲人不倦的导师
,

更是一位积极 支持
、

参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发展工作的科学家
%

他在 �& ∋( 年 曾担任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核理论研究室的兼职副主任
%

�& ∋ ) 年
,

我院

起步搞等离子体装置
,

胡先生受聘为兼职教授
,

从事热核反应理论研究
,

对这一事业的起步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胡先生受聘担任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之职

达十多年之久
%

在学术委员会中
,

他直言不讳
,

对我院核物理发展方 向的确定
、

学术工作的评

价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

记得 �& ∗� 年在兰州第一次全国核物理大

会上
,

他和老一辈科学家赵忠尧
、

杨澄 中
、

金星

南
、

程 晓伍等先生就大力倡导在我国建立 串列

式静 电加速器
,

努力为我国核科学研究 的发展

开创新局面
%

∗  年代后期
,

当我院为引进 串列加速器而

努力争取时
,

胡先生等老 一辈科学家伸 出 了援

助之手
,

他们联名致函领导
,

支持我院建立串列

加速器实验室
%

胡先生曾两度被遴选为串列加速器核物理

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

他坚持
“

公正
、

择

优
”

安排课题
,

做 到
“

基础
、

数据
、

应用
”

恰 当结

合
,

以确保国家实验室的高水平成果
%

经常听他说起
,

像 ���‘ �#这种串列加速器
,

应

当充分利用
,

尽量安排相当数量的优秀研究课题
,

力求取得好的成果
%

有的应用课题
,

可以安排在

国内小加速器上开展
,

不要过多地占用 �丑一�# 串列

加速器的束流时间
,

一定要保证国家投资有最好

的效益
%

的确
,

在胡先生的主持下
,

国家实验室的

+二作对发展我国的核物理事业起到了良好作用
%

胡先生一直关注我院核物理研究工作
%

∗ 

年代初期
,

开始酝酿成立核数据中心
%

胡先生认

为
,

核物理事业要发展
,

必须推动核技术应用
,

必

须要有核数据支持核科学及其应用的发展
%

所

以
,

他对在我院成立核数据中心鼎力支持
%

核物

理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进展
,

他都极其关心
%

就我们组来说
,

当我们最初观察到垒下熔合

裂变碎片各向异性异常时
,

他立刻用他发展的扩

散裂变模型来计算 , 自由度分布的方差
,

并写信

建议我们考虑较重核体系的实验以免除转移裂

变的影响
%

在开始取得一定阶段结果之后
,

他和

杨立铭老师安排我们去北大与他们一起讨论
%

总之
,

胡先生始终关心着事业
,

关心着我们

后生的成长
%

在串列加速器上高 自旋态研究取

得奇质子带交 叉反常 的可喜实验成果后
,

胡先

生主动来信鼓励
−
对在串列加速器上开展原子

核质量测量
,

胡先生在学术委员会的评审会上

积极加以支持
%

他总是希望在 川一�# 串列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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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的物理方案等诸多问题
,

发表了非常中肯

的意见和建议
,

受到 与会各位专家和科研人员

的好评
%

会后
,

我作为他的学生又单独拜会 了

他
,

进一步征求他的意见
%

他 比在会上更加敞

开地对我说
/ “

据我了解
,

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

国家
,

主要是在仿星器类型和托卡马克类型装

置上开展实验研究
,

并且取得 了 目前最好 的实

验结果
,

而磁镜装置从物理思想上 已显得有些

落后了
%

特别是你们的方案分两期实现工程和

物理 目标
,

第一期只实现由简单的镜场约束等

离子体
,

第二期才采用组合场约束等离子体
%

因此
,

估计第一期的约束性能不会好
,

甚至很难

约束和积累等离子体
%

另一方面
,

在工程上你

们又采用了超导磁体
,

而低温超导材料
,

在我国

也刚刚起步研制
,

这不仅会影响 # # 工程 的建

造进度
,

而且建成后装置的运行操作和控制都

非常复杂
,

要实现预定的 目标是很困难的
” 。

我

对他的见解抱有 同感
,

对他说
/ “

我在四年前
,

即

� & ( & 年 ) 月份就 以书面形式向院里提出建造托

卡马克装置的建议
,

这个建议被采纳
,

并作为我

院核 聚变研究 �! 年 发展规划 的附件报第二机

械工业部审定
%

同年 � 月
,

二机部在北京饭店

召开计划工作 会议
,

由我直接 向当时任二机部

副部长的李觉同志和军管会副主任黄炜华同志

作了汇报
,

得到他们的赞许和支持
,

李觉副部长

还指示我们将此建议立即向国务院国防工业办

公室 汇报
%

后来我们 写了专题报告
,

报送国家

计委和国防工业办公室
%

几经周折终于批准立

项 �注
/

这就是以后建造的中国环流器一号实验

装置 ∃
” %

胡老师听了我的介绍后
,

他高兴地说
/

“

这太好了
” %

胡老师上述那些颇有见地的意

见
,

都被 以后的实践所证实
%

这台稳态超导磁

镜装置
,

由于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

而取消了二

期工程计划
,

并于 �& )∀ 年关闭了这个大型实验

室
%

�& & ∀ 年
,

当我院中国环流器一号 �0卜+∃ 完

成了工程改进成为中国环流器新一号 �0 1
23

�4 ∃

之后
,

开展 了装置联调
,

并完成了第一轮物理实

验
,

取得了比预期还要好的实验结果
%

�& &∋ 年 ∋

月
,

在我院乐山实验基地召开了 0 1 , 54装置工

程联调验收鉴定会
,

同时也是我院在乐 山建院

# 周年庆祝会
,

我们又邀请了胡老师参加这次

具有双重意义的盛会
%

会议期间
,

胡老师以饱满

的热情参加了各项评议工作和庆祝活动
,

他高度

评价了我院在核聚变研究领域特别是在 川少�和

0 +厂54装置上取得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

并

一再勉励我们
,

要再接再励
,

为在我国早 日实现

受控核聚变的应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

我们最尊敬的胡济民老师走 了
,

但 由他所

开创的核聚变研究事业将继续下去
,

他 的同事

们和学生们将遵循他的教导
,

为在我国实现受

控核聚变的全面应用
,

将更加勤奋的工作
,

作出

更优异的成绩
,

以此来纪念胡济民老师
%

胡济

民老师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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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能不断开展新的有意义课题
%

在胡先生离开我们之前的 ) 月 !& 日
,

我们

前往医院探望他
%

虽然他已深受淋巴癌病魔的

折磨
,

可我们发现他的病床上仍放着专业书籍
%

他深情地关心着原子能院的发展
,

询问着串列

加速器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
,

他说
/ “

你们 的放

射性核束装置计划应 当获得 国家的批准
,

我们

这样大一个国家
,

有北京
、

兰州两个核科学基础

研究 中心是不多 的
,

56 7 1 和 89 方法是并行的

两条技术路线
,

各有侧重
,

56 7 1 有它独到之处
,

你们还要努力争取
% ”

胡先生的这些话对我们是

极大的鼓舞
,

他对原子能院的深情厚意将永远

铭记在我们心 中
%

我们决不要辜负先生的期

望
,

用实际行动去实现胡先生发展我国核科学

事业的遗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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