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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崇敬的老师
,

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胡济 民院士
,

于 !∃ ∃ % 年 ∃ 月 ∃ 日匆匆地离开了

我们
&

当我 回首流逝的岁月时
,

他的音容笑貌

以及与他接触中由工作到生活给我留下深刻印

象的那些片段
,

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

一

种无限怀念的心情油然而生
,

不禁令我法然泪

下而不能 自我
&

无论是 日常生活
、

工作还是教学
,

胡老师总

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

他生活俭朴
,

治学严谨
,

在教学中不断探求创新
,

为培养科学人才
,

呕心

沥血
,

在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
,

为我

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胡老师是 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创始人之

一 早在 !∃ ∋ 年
,

由周恩来总理亲 自主持制订

我国 !( 年科学发展规划时
,

胡老师就积极倡导

开展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

经过包括胡

老师在 内的几位核科 学家的共同努力争取
,

终

于将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列人 了国家

!( 年科学发展规划之中
,

这是我国酝酿准备开

展核聚变研究的起点
&

!∃∋) 年胡老师与李正

武教授一道赴意大利参加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

理学术讨论会议
,

这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核

聚变研究的学术会议
&

了解了国际动态
,

吸取

了经验
,

为我国在这一科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

初步确立了发展方 向和途径
&

我在北大技术 物理 系读书期 间
,

大 约在

!∃  ∀ 年
,

我第一次听核聚变科普知识讲座
,

就

是由胡老师组织的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小组成员

郑春开教授讲解的
,

讲座是在北大办公楼二楼

小礼堂进行的
,

当时可谓是座无虚席
&

自此之

后
,

我对核聚变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
,

在新华书

店能看到 的这方面 书籍
,

如《热核研究 导论》
、

《雪伍德方案
—

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

规划》以及前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出版的

《等离子体物理学与受控热核反应的问题》一
、

二
、

三卷等
,

我都买到手 中
,

虽然当时还不能全

看懂
,

但我梦想毕业后能从事这方面研究工作
,

定有用途
&

事随人愿
,

我毕业后果然被分配到

我国第一所专门从事受控核聚变研究的科研单

位
,

原第二机械工业部东北 ∋ ∀∗ 所
,

�即核工业

西南物理研究院的前身 +
&

据 胡老师的学生石秉 仁研究员 回忆
,

在

!∃  ∀ 年前后
,

胡老师除在北大技术物理系任系

主任并亲 自给学生讲原子核理论课外
,

他还作

为原子能所 �即原子能研究院的前身 +的兼职研

究员
,

他每周都要去远离北京市 中心的房山县
,

与原子能所第十四研究室 �从事核聚变研究的

专业研究室+科研人员一道研究讨论核聚变的

一些理论 问题
,

他同时也是该研究室的兼职副

主任 �主任是王承 书教授 +
,

石秉仁研究 员讲
,

“

在胡老师的指导下
,

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

人
,

真是受 益匪浅
,

使我们 的理 论水平大有提

高
,

同时也直接促进了我国核聚变研究事业的

发展
。 ”

到 了 ) ∀ 年代初
,

我 国最大的受控核聚变

实验装置稳态超导磁镜实验装置 �∗ ∀∗ 工程+
,

经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和国家计委的批准立

项
,

在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开始筹建
&

!∃ ) ∗

年 !∀ 月
,

由第二机械工业部主持的 ∗ ∀∗ 工程方

案讨论会
,

在四川省峨眉山下的
“

红珠山宾馆
”

召开 �代号为 !∀ % 会议 +
&

我们 自然要邀请这方

面的专家胡济 民老师光临会议审定方案
,

胡老

师不辞辛苦
,

百忙中应邀赴会
&

会上胡老师以

他特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对工程方案
、

涉

,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前院长
&

! !卷 (期 �总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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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 完

成了工程改进成为中国环流器新一号 �− /
0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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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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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厂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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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5 / 和 67 方法是并行的

两条技术路线
,

各有侧重
,

3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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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