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物理学家
、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施汝为先生
,

离开我们已十年了
�

在施汝为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
,

我们谨以这篇短文
,

向他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

意
�

施汝为先生子 �  !� 年 �� 月 � 日生于上海 市 崇

明县
�

�  ∀ ! 年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机械系学习
,

� ∀ # 年转学至南京东吴大学物理系
�

�  ∀ , 年毕业后
,

被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
,

并开始磁学研究
�

�  ∃。

年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物理系攻读学位
,

一边学习一

边进行科学研究
�

� ∃ ∀ 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
,
后转入

耶鲁大学物理系继续攻读学位
,

曾受美国著名物理学

家迈吉尔教授指导
, �  ∃# 年以 优异成绩完成研究论文

《

铁
一

钻单晶体的磁性
》 ,

获物理学博士学位
�

这项成

果
,

在铁磁学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的历史意义
�

同年

回国后
,
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进行物

质磁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 �  ∃ % 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

究所因战祸内迁后
, �  # 。年至 �  # #年在桂林时他曾任

广西大学物理系兼职教授
,

教授电磁学和热学等课程
�

� # & 年 ∋ 月至 �  # ( 年夏在上海任上海大同大学 物理

系教授
�

� , # (年起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兼职教授
�

� , #  年后
,

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  , %

年易名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及磁学研究组组长
,

从事

并指导磁学方面的科学研究
�

其后
,

历任该研究所代

理所长)�  ,

一
� , (∗

、

所长) � + (一 �  + �∗ 和名誉所长

)� , + �一 �  % ∃ ∗
�

一 & ∃ 年至 �  % ∀ 年期间
,
他曾担任中

国物理学会党组书记
、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和名誉理事
�

曾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

四
、

五届代表和全国

政协第二届委员
�

� +& 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

�  % ∃ 年

� 月 �% 日在北京逝世
�

�  ‘, 年
,

施汝为先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

学化学部)现数学物理学部 ∗委员
,

并于 �  , ( 年当选为

学部常务委员
。

施汝为先生毕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

工作
,
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

旅美期间
,

施汝为先生曾用 ∃ 年时间设计制造了

一种新的仪器
,

用以测定铁
一
钻合金单晶的磁各 向 异

性
�

�, ∃ # 年他学成回国后
,
即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领导几位年轻学者创建近代中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

验室
�

到 ∃! 年代后期
,
该实验室已初具规模

,

并开展了

磁性合金样品的制备
、

物相与结构的分析
、

磁畴粉纹图

的观察及磁性测量等多方面的磁学实验研究工作
�

在

当时国际磁学研究中带有突破性的一些前 沿 研 究 领

域
,

诸如镍
、

钻单晶体磁各向异性
、

各向同性铁磁体磁

性及坡莫合金晶体
、

磁铁矿晶体和多晶铁磁体的磁畴

粉纹图等多项磁学实验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 �  ∃ %年

后
,
在 日军侵华

、

科学研究等工作无法进行的情况下
,

施汝为先生和他的助手们仍发表了两项磁畴粉纹观察

的实验研究论文
�

新中国成立后
,

施汝为先生非常关心国家的经济

建设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

并竭尽全力为之工作
,
同

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科学技术为

经济建设服务的优良学风
�

早在建国初期
,

他即带领科

技人员分赴山西
、

黑龙江等地生产应用磁性材料的工

厂进行调查研究
,

并随即开展了工业生产上急需的改

进 ,∋
− ./ 。

永磁合金性能的研究工作
,

取得重要结果
,

显著改进了合金的永磁性能
�

他们还开展了磁硬化机

理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

+! 年代初期
,
他注意到非金属

磁性材料在发展无线电电子学技术方面的重要性
,

于

是便开设了铁氧体的实验研究课题
,

使研究工作尽可

能密切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

施汝为先生 ∃! 年代的早期研究中
,

第一项工作是

在国内完成的
《

氯化铬及其六水合 物 的 顺 磁 化 率
》

)�  ∃ �∗
�

∃! 年代他对磁性合金单晶体的磁晶各向异性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
首次指出磁性晶体的易磁化方

向不仅依赖于晶体结构
,

而且与晶体包含的原子种类

有关
�

如果说 ∀! 年代中后期他在铁
、

镍
、

钻单晶体的

各主晶轴磁化曲线和磁晶各向异性方面的研究是金属

基本磁性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
那么 ∃! 年代施汝为先生

关于铁
一
钻系)�  ∃ # ∗和镍

一
钻系)�  ∃ & ∗合金单晶体的各

主晶轴磁化曲线和磁晶各向异性的研究则可说是这方

面的又一个里程碑
�

这项研究
,

是金属基本磁性研究

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
�

施汝为先生是多种典型磁性材料的磁畴的早期观

侧研究者
�

#! 年代前后
,

他即对坡莫合金)�  ∃  ∗和磁

铁矿单晶体) �  # ! ∗及铁磁多晶体的磁畴粉纹图进行了

一系列观测研究
,

开创了国内磁畴方面的实验研究工

作
,

取得多项有创见性的成果
�

+ 。平代
,

施汝为先生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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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将分六集出版 . 共收人 #! 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 / 包

括数学家
、

物理学家
、

化学家
、

夭文学家
、

地学家
、

生物学家
、

农

学家
、

医学家
、

以及技术科学家的传记 +! ! 余篇
,
这是第二绍

,

收人若名科学家传记共 拐0筋
%

各篇传记对立传科学家的生

平
、

学术活动
、

主要贯献和代农作
, 予以全面、

其体
、

简洁
、

准确

的记述
。

谈者对象1 科学技术工作者
,
科学史工作者

, 大
、

中学师

生
, 其他文化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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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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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 当代 % 为流行的井行处理的概念及

理论研究和工祖实践成果
%

理论方面主要涉及高等计算机系

统结构
,

并行计算理论和算法
、

井发粗序设计语宫
、

操作系统

在多皿处理下的资泥调度
、

进程同步和系统控制
、

井行处理

系统的结构底理
、

性能评估和改兽等盆英内容
%

实践方面主

要介绍流水线向: 计算机
、

阵列处理机
、

多处理机
、

橄据流和

; < =: 计算机等先进计算机实例
%

本书 内容丰 , 全面 , 既介

绍当今科学家及作者本人的 , 要研究成果
,
也引述各大计算

机公司和高娜学校在超级计算机设计开发方面的大皿实践经

验
%

/本书上次征订期号 1 6 ∀年#�∗一! ∀  >
谈者对象1 高等院校计算机专业师生

, 计算机专业科技

人员

已尹句〔, 勺 各均 各均吸曰勺妙勺 公佗 乞 尹又杏性 之尸角 如,

吕桌古 / 5� 成
。。

> 系永磁合金改善磁性和磁硬化机理
等课题进行了许多研究

%

他采用改进热处理工艺的方

法/ � , , � , � , 3 >
,

使工厂生产的吕桌古样品的最大磁能

积/ ( ? > 。 提高约 �
%

, 倍
,

并发现吕桌古 ≅ 经磁场热处

理后矫顽力的增大远大于磁各向异性的增大
,

同时发

现磁转矩在 + !! 至 6 !! 摄氏度间从可逆变化转变为不

可逆变化
%

这些研究与发现
,

为改善这类永磁合金的性

能和探讨其磁硬化机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科学资料
%

施汝为先生对无水和含水的氧化铬的顺磁性进行

了深入研究
,

他首次测定了两种六水合物的磁化率
,
观

察到部分水从化合水变为结晶水时磁化率显著增加
,

并认为这是原子 /分子 >磁团间距因受水的影响而改变

所引起的结果
%

施汝为先生观测到含铁低于百分之五

的金
一

铁合金为顺磁性
,
但却不符合居里定律或居里

Α

韦斯定律
,

而是磁化率平方根与铁含量成正比
,

铁含量

为百分之十时变为铁磁性
%

施汝为先生对以往用于抗

磁性和顺磁性测量的五线摆谱磁强计作了明显改进
%

他采甩增强均匀磁场强度
、

在样品移动方向再加低梯

度磁场
、

读数显微镜测量摆的偏移等方法
,

使之可用于

毫米级小铁磁样品的精密测量
%

在繁忙的研究工作和科学组织领导工作的 同 时
,

施汝为先生根据实验研究的结果总结出了 研 究 论 文
# ! 余篇

%

主要如 《铁金合金的磁导力同温度的关系
》

〔一, ∗ �> , 《

铁
一

钻单晶体的磁性
》

/ 一∀ ∗∃>
, 《

单晶各方向磁

化的现象同温度的关系
》

/ �∀ ∗ ∃> , 《

铁铝单晶的磁性
》

/ �∀∗ Β
, 《

镍
一

钻单晶体的磁性ΧΧ/ :” + >
, 《

各向同性磁体

的磁性
》

/ �∀ ∗  > , 《

坡莫合金晶体的粉纹图
》

/ �∀∗ 的
, 《磁

铁矿晶体的磁结构》/ �∀ ∃! > , 《
永磁铁合金热处理的初

步报告
》 /与播孝硕合作

, �∀ , : > , 《
永磁铁材料

》

/ �∀ , :> ,

《吕桌古 ≅ 经磁热处理后的各向异磁性
, /与陈守太合

作
, �, 3  >等 . 并有译着《现代磁学

》 / 与潘孝硕
、

李国栋

合译
, �∀ + ! >

%

施汝为先生在磁学教育和磁学科技人才的培养方

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 � , , #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

调整后
,
北京大学

、

南京大学
、

吉林大学
、

山东大学等一

些高校新设立了磁学专业或磁学专门化 当时国内只

有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设有磁学研究组
,
因此

筹办磁学专业的高校都派年轻教师前来进修
%

施汝为

先生为他们制订进修计划
、

安排业务指导
、

组织定期的

磁学报告讨论会
、

开设磁学专业课
,
还亲自组织并参加

翻译编写教材
,
为多所高校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骨

干
,

推进了我国磁学研究与教育工作的发展
% �, , + 年

至 � , 3 , 年
,

他与磁学研究组的高级研究人员为北京大

学磁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了铁磁学课程
%

� , , 6年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并设立技术物理系
,

他兼任该系

主任
,
在专业设置

、

教师选聘
、

实验室建设以及指导学

生毕业论文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

他还注意通过

实际工作对年轻科研人员进行培养
,
对刚参加工作的

年轻科研人员
,

在亲自指导作过几次实验后便放手让

他们在科研实践中经受锻炼
,

并严格认真地检查他们

的实验数据
、

审改他们的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
%

施汝为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物理学家
,

是我

国近代磁学研究与磁学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

并是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 多年的领导者
,

不仅在磁学和磁

性材料等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
,
同时在

我国科学发展规划的制订
、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

中国物理学会的科学组织领导与学术发展
、

科技人才

的教育培养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

为我国

物理学特别是磁学研究的发展
、

为我国科学事业和教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本文会考李国栋同志关于施汝为先生的文章
, 还得到施

先生女儿施类琴伺志的支持并审阅全稿
,
谁农谢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