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物理学与核科学的开拓者
、

怀英�

一 一 记物理学家王淦昌先

今年 � 月  ! 日 ,

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

生 !� 岁寿辰
∀

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

向这位粒子

物理学与核科学的开拓者
、

攻坚者表示深深地敬意
,

并

向读者简要地介绍王淦昌先生对物理学的重要 贡 献
,

借以激励无数后来的物理学子励志图强
,
沿着王老等

前辈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

去迎接  # 世纪物理学的

新曙光∃

一
、

执教清华 % 首次获得实验物理新成果

王淦昌先生于 # & ∋ ( 年出生在江苏常熟
, # &  , 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

在叶企孙
、

吴有训先生引导

下
,

踏上了物理学研究的征途
∀

为了明确德国物理学

家埃耳斯特和盖特耳所发现的大气放射气体与气象学

条件的相互关系
,

他接受了吴有训先生给他的研究课

题
,
彻底了解清华园周围氧气的强度及每天变化

。

经

过六个月繁琐
、

艰苦而又敏捷巧妙的科学实践
,
得出了

极为重要的五点结论 % 北平大气放射性所测数值高于

欧洲
,

低于印度 ) 放射性随大气压升降而升降 ) 云层
,

特

别是厚密雨云与积云
,

更能降低大气放射性 ) 东风减少

大气放射性
,

其他风向相反 )一般云层对大气放射性的

影响大于大气压
∀

王淦昌初露锋芒
,

首次获得他从事

物理实验的新成果
,

为中国物理学家在这一领域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

昌完成了博士论文
,

顺利地通过了以著名 物 理 学 家

冯
。

劳厄为首的答辩委员会的答辩
,

其博士论文寄在

德国《物理学期刊
》
发表

,

所测 口粒子强度的结果比 ∗∀

+
·

埃里斯的精确
∀

他的这一工作
,

可能对费米建立户

衰变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二
、

留学柏林 % 提出云雾法研究玻特新发现

# & , ∋ 年
,

王淦昌考取赴德官费留学研究生
,
在格

丁根大学选修玻恩
、

海特勒
、

冯
·

米西斯
、

诺特海姆
、

弗

兰克课程
,
后师从 − 迈特内就读于柏林大学威廉皇

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
,
在参加科斯特斯关于

玻特发现强贯穿辐射的报告后
,

对
下
辐射能否具有强

贯穿能力所需高能量表示怀疑
,

一连两次找导师迈特

内
,

提出改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 实验
,

会弄清这

种贯穿辐射的本性
∀

但早在 # &   年就对 丫 辐射与元

素衰变的关系进行实验研究的迈特内
,

却始终未能同

意王淦昌的这一可能发现中子的开拓性请求
,

而失去

了良机
∀

两年后的查德威克采用云雾室探侧器完成上

述实验
,

终于发现中子而荣获 . , , � 年度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
。

# & ,  年
,
王淦昌首次在国际著名科学杂志—德

国
《
物理学期刊

》
第 (/ 卷发表题为

《
关于 01 2 的连续

户射线谱的上限
》
论文

,
报道了他用盖革

一

缪勒计数器

研究 0 1 2 放出的射线在 3 4
中的吸收能谱

,

所获实验

结果与 5
∀

∗
∀

钱皮恩的数据极为一致
∀

# & , , 年
,
王淦

三
、 “东方剑桥 ,’% 推导中微子验证新方案

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
“

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渭

潭理学院
,

云聚着一批科学救国的物理精英
,

王淦昌是

他们杰出的代表
∀

# & , & 年
,
王淦昌在宜山时与钱人元合作

,

试图用

照相底片法寻找核裂变径迹
,

还想用中子轰击镭酸锅

以引起裂变
∀

# & /# 年
,
王淦昌继续研究泡利的中微子

假说与费米的 月衰变理论
,

针对各国科学家直接采用

探测器未能找到中微子的疑难
,
经过深思熟虑

、

精心推

算
,

终于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划世代的不朽论文《关于

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 》 ∀

王淦昌在这篇被物理学家

李炳安
、

杨振宁称之为
“

一语道破了间题的关键”的
“
极

有创造性的文章”中
, “
提出用 6 电子俘获的办法寻找

中微子
” ∀

王淦昌在文中写道 % “
当一个 月十 类放射性

原子不是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 6 层电子时
,

反应后的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取决于所放射的

中微子
,

原子核外的电子的效应可 以忽略不计了
∀

于

是
,
要想求得放射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就比较简单

,

只要测量反应后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行了
∀

而且
,

既然没有连续的 月射线被放射出来
,

这种反冲效应对

于所有的原子就都是相同的 ”
∀

诚如范岱年
、

介方先生

所言
, “
王淦昌建议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普通 月衰变末

态的三体变为 6 俘获中的二体
∀

这就使得中微子的探

测有实际可能”
∀

半年之后
,

美国 7∀ 8∀ 阿伦依据王淦

昌提出的方案证实了 中微子的存在
,

成为 . , /  年国际

物理学重要成就之一 但王淦昌 # &/ # 年提出在 6 电

子俘获过程中测量反冲核的单值办法
,
历经十年

,
直到

#夕,  年才为 9
∀

:
∀

罗德拜克和 7∀ 8∀ 阿伦的实验得

以实现
∀

同年
,

0∀ 戴维斯用
’

;< 的 6 电子俘获实验

最终证实中微子的存在
∀

# & / , 年
,

王淦昌建议对透明胶质片进行化学反应

来记录电离粒子的径迹
,

所写
《

关于宇宙线粒子的新实

验方法
》
沦文在中央研究院 8∗ = < > “∀

0<
“
?≅ Α 发表

∀

王

淦昌指导学生蒋泰龙用化学药剂来显示高能射线的轨

迹
,

两人合写了《论
二
射线的某些化学效应

》

论文也在

同一杂志发表
∀



四
、

壮布纳所 %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 , � Β 年 , 月

,
王淦昌等代表中国参加杜布纳联合

原子核所成立会议
,

后留在该所工作
,

曾任副所长和该

所首任学术委员
,

并领导一个由两名苏联籍和两名中

国籍学者及一名苏联籍技术员组成的研究小组
,

准备

在该所即将建成的 # Χ 9 。 质子稳相加速器上开展基本

粒子的研究
∀

王淦昌分析当时面临的各类前沿课题后
,

提出研究的重点在于 % 寻找新粒子和发现反超子以及

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 Δ奇异粒子和 汀

介子 Ε产生的规律
∀

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
,
王淦昌提出

扫描气泡室照片选择
“

有意义事例”的标准
,
即在气泡

室照明区内看到该粒子的产生与衰变 ) 衰变产物与该

粒子应是
“
同平面”的

,

且衰变产物应有足够长度可进

行动量分析 ) 要观察到衰变重产物的湮没量
∀

终于在

# & � & 年秋后的一天
,

王淦昌领导的物理小组
,

在从自

制的丙烷气泡室拍摄的四万张底片中
,

发现了第一张

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照片
,

其全部图像与预期的完

全一致
,

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的
“

全部” 生命史
∀

# & Β 。 年初
,

王淦昌小组宣布了这一重大发现
,

这是桂

布纳所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最重大成果
,

也是王淦昌为

我国基本粒子研究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

这是通过实

验发现的第一个荷电反超子
,

不仅丰富了物理学界对

于反粒子的认识
,

填补了粒子
一

反粒子发现史上 的 空

白
,

而且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有其反粒子的推测

得到验证
∀

为此
, # & !  年国家授于他自然 科 学 一 等

奖
∀

这是我国自然科学的最高奖励
∀

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

从 . , Β# 年到 # & 铭 年
,

王淦昌

隐姓埋名 #( 年
,

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防现代化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

五
、

戈壁滩上 % 以身许国研制核武器

# & Β# 年
,
王淦昌放弃原来的基本粒子的研究

,
以

身许国
,

化名“王京” ,

承担原子弹
、

氢弹的研制任务
,

为

中国人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

最初的一年
,

在河北

怀来进行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
,

在固体炸药工

艺
、

新型炸药研制
、

射线测试及脉冲中子测试等方面
,

解决了一系列关键问题
∀

并带领年青人自己动手制造

仪器与设备
,

打破国外的禁运封锁
∀

# & Β , 年
,

王淦昌

来到海拔 ,。。。 多米的青海高原
,

不顾年近花甲
,

患有

高血压病
,

在高山缺氧
、

呼吸困难的环境中
,

与彭植武
、

郭永怀
、

朱光亚等进行点火装置的测试
,
对每项技术

、

每个数据都严加把关
∀

起爆结果
,

获得理想的爆轰波 ,

使点火装置一次点火成功
∀

# & Β / 年 & 月
,

王淦昌来到

人迹罕至的戈壁荒滩
,

承受
“
搓板”公路的颠簸

,
经历

“燥热
、

缺水
、

断菜”的磨练
,

不分昼夜地工作
∀

同年 #∋

月# Β 日
,

王淦昌枕戈待旦
,

当原子弹磨菇状烟云于下午
, 时冉冉升起的时候

,
王淦昌从掩体跑出来

,
激动地欢

呼 % “

我们成功啦工” 接着
,

王淦昌参加氢弹试验的领

导工作
∀

# , Β ( 年 Β 月 #( 日 ,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

功
∀

之后
,
王淦昌又在技术上成功地全面领导了我自

六
、

老骥伏杨
,

志在激光核聚变

早在 Β∋ 年代初
,
王淦昌与苏联巴索夫几乎同时独

立地提出利用高功率激光束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

的设想
,

对利用激光驱动热核反应作了基本分析与定

量估算
∀

Β∋ 年代中期
,
王淦昌敏锐提出刚刚兴起的

强流电子脉冲加速器将提供一种极高强度的脉冲中子

源
、 丫
射线源和 Φ 射线源

,

在军事研究
、

聚变研究
、

泵浦

气体激光和分离同位素方面均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在

他极力倡导下
,

我国开始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预研

工作
∀

# & Β , 年
,

王淦昌和邓锡铭
、

余文炎等在北京举

行激光聚变小型座谈会
,

提出建造大型激光系统等设

想
∀

# & ( ! 年 #∋ 月
,
王淦昌与四位核专家联名向中央

提出发展核电建议不久
,

在他全力争取下
,
原子能研究

所建立了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组
,

着手建造强流加速器
,

在冲击电压发生器线路中全部采用外触发火花 球 隙
,

性能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

# & !。 年
,

王淦昌发表

了《带电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现状》一文
,

比较了

受控聚变的磁约束
、

惯性约束
、

卡皮查方法的三种途

径
,
探讨了带电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中的主要课

题和诊断问题
,

介绍了苏
、

美
、

日带电粒子束聚变的近

期规划
,

分析并展望了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情况
∀

# & !# 年
,

王淦昌建议将原子能所聚变组扩建为 一 个

室
,

并开展激光研究
∀

# & !  年
,
王淦昌发表了

《

国际上

惯性约束核聚变 ΔΓ3 5 Ε研究情况简介和对我国这方面

的意见
》

一文
,
论述了激光驱动器

、

轻离子束驱动器
、

爆

聚薄膜等重要问题
,

分析了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的现状
,

建议研制多级强流脉冲加速器
,

为轻离子束试验作好

准备
∀

# & ! 咯 年
,

王淦昌向国家科委提出建议
,

将开

发受控核聚变能源列为国家长远规划重大项目
∀

# & ! Β

年
,

王淦昌与王大币等四位学者提出
《
关于跟踪外国战

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 ,
被党中央所采纳

∀

# , ! & 年
,

王淦昌在
《

现代物理知识
》
杂志发表

《
取之不尽

、

用之不

竭的理想能源—
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

》
文章

,

论述了

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机制
、

基本条件及其实现办法 弓提出

了高温高压
、

压缩均匀度
、

短波长
、

中心点火是惯性约

束核聚变反应成功的关键 ) 介绍了国际上激光惯性约

束核聚变的新进展及其在军事
、

基础研究
、

发电三个方

面的应用 ) 分析了我国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工作

状况
∀

王淦昌先生是我国粒子物理学和核科 学 的 开 拓

者
、

攻坚者之一
,

在六十多年的科学生涯中为祖国
、

为

世界
、

为物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如今
,

王老已八十

五高龄
,
还依旧活跃在科学实践第一线

,

不愧为广大科

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