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

在叶企荪
、

吴有训
、

周培源
、

赵忠尧
、

王竹溪
、

马仕俊
、

吴大酞等执教下
,
培养出

包括杨振宁
、

李政道
、

黄昆等在内

的优秀学生
�

同年
,

被英国学者

李约瑟誉为
“
东方剑桥”的浙江大

学
,

也因 日军入侵而内迁
,

该校物

� , “ 年李耀邦以
《
以密立根方法利用圆体球粒测

定
,

值
》

论文
,

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
,

成为

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
�

他的成功
,

标志中国现代物

理科学的诞生
�

�  � ! 年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立物理学系 ∀ �  �  

年丁西林从英国回国
,
长期主持该系工作 ∀ �  # ∃一 �  # ,

年颜任光任该系教授
,

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
�

�  # # 年饶毓泰创办南开大学物理系
,
同年胡刚复创办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  # & 年改为东南大学 ∋物理系
,

还

首次在国内建立物理学实验室
,

培养一大 批 包 括 严

济慈
、

吴有训
、

赵忠尧等在内的物理新人
�

�  # 弓年以

侧定普朗克常数而扬名的叶企荪到清华学校
,

第二年

筹建清华大学物理系 ∀ �  # ( 年以验证康普顿效应而获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吴有训
,
担任该系教授

、

主

任
、

理学院院长 ∀ �  #  年曾与 )
�

∗
�

海森伯
、

)
�

泡利

等一起工作的周培源
,

被该校聘为教授 ∀ �  & ∃ 年该校

成立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 �  &� 年发现
丫
射线反常吸

收现象的赵忠尧重返清华大学执教 ∀ �  & & 年微波学家

任之恭也来执教
�

日后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王淦昌
、

钱三强
、

彭桓武
、

胡宁
、

王大琦相继从该校毕业
�

北京

大学物理系在丁西林
、

饶毓泰
、

王守竟
、

吴大酞等主持

下
,
也培养出包括马大献

、

马仕俊等在内的优秀人才
�

�  &� 年初
,
因研究压电效应而闻名的严济慈回国筹建

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

担任研究员
、

所长
、

兼任镭学

研究所所长
�

在法国物理学家 +
�

朗之万促进下
,

中国

物理学会于 � , & # 年成立
,
李书华为第一届理事长

�

朗

之万为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名名誉会员
�

�  & !年清华大学
、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往昆明
,

系统
,

扬沸火灾形成机理
、

油井井喷行为模拟条件
�

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先后主持召开了国内首

届
“
火灾科学 ”研讨会

, �   ∃ 年中日
� ‘

火灾科学” 研 讨

会
, ,” � 年中日苏

“

火灾科学”研讨会
,

并发起和主持

即将召开的首届亚洲火灾科学和技术学术会议
�

我国

的
“
火灾科学”研究体系正在形成

,

壮大和走向世界
�

、

四
、

结语 −

第 .# 届联合国大会决定把从 �   。年 开 始 的 #∃

世纪的最后十年定名为国际减轻自然灾害 �∃ 年
”

�

火

灾无论作为一次灾害还是作为二次%派生∋灾害都具有
“自然”和

“
人为”的双重性

�

雷击导致森林火灾是自然

灾害
,
烟头引燃高层宾馆则是人为灾害 ∀地震派生的城

市大火是自然灾害
,
而战争导致的火灾则为人为灾害

�

理系在张绍忠
、

何增禄
、

束星北
、

王淦昌
、

朱福忻执教

下出现一批科技成果
,

其中王淦昌关于中微子的验证

方法具有世界水平
�

�  , , 年 / 月
,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
,

其中自然科

学学部委员 � !# 人
�

�  0 / 年
,

由北京大学
、

复旦大学
、

南京大学
、

吉林大学
、

厦门大学五校联合在北大物理系

建立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
,

黄昆任教研室主任
�

�  0 !年
,

杨振宁
、

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

恒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

同年
,

吴健雄用 月衰变实

验加以证实
�

� , ,  年
,

王淦昌小组在四万张府书中发现

第一个反西格玛费超子事例
�

从 �  ,  年开始
,

钱三强
、

王淦昌
、

彭桓武
、

周光召
、

于敏
、

朱光亚
、

邓稼先等物理

学家
,

与其它各方人士通力合作
,

独立研制出原子弹
、

氢弹
、

人造卫星而震惊世界
�

�  / 0 年
,

北京基本粒子理

论组提出层子模型来研究粒子的动态性质
�

层子模型

理论在第二年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科学会上

得到高度评价
,

井于 �  ( # 年被授于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
�

�  ! # 年底
,

张文裕
、

朱洪元
、

何柞麻等 �( 位科学

家写信给周恩来总理
,

建议抓紧基础科学研究
,

建造中

国的高能物理实验基地 ∀ �  ! & 年张文裕率团考察欧美

后
,
逐渐形成建造高能加速器方案

,

最后在 �  ( & 年改

定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 2 3 4 ∋方案
�

�  ( ( 年 � ∃ 月

�/ 日首次实现正负电子对撞
,

每束能量为 �
�

/ , 5 6 7 亮

度达到 ( 8 � ∃ “9 : 一 ,
;6 9 一, 、

�  (  年 ! 月 ; 日 1 2 3 9 与

北京谱仪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 �  (  年 �# 月 ( 日 ,

同步

辐射装置通过国家技术鉴定
�

�   ∃ 年 ( 月
,

方守贤
、

郑志鹏等在新加坡国际高能物理会议上报告 1 2 < 9 首

批物理成果
�

灾害损失的统计表明
,

在众多灾害之中
,

火灾的直接损

失约为地震的五倍
,
仅次于千旱和洪涝

,

而火灾发生的

次数则居于各灾害之首
�

火灾防治的研究是多层次和综合性的
,

它包括 −

应用基础研究
、

工程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纵向层次 ∀

城镇
、

森林
、

建筑
、

油类
、

化工
、

矿井等火灾防治科研部

门的横向联合 ∀ 国内外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
�

这构

成了一个整体的
“
火灾科研体系”

�

在这样一个体系

中
, “

火灾科学”属于应用基础研究
,

它是联合火灾科研

体系各主要部份的结合点
�

各国政府和火灾研究机构越来越重视和加 强
“
火

灾科学”的研究
�

“

火灾科学”的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化

和扩张到更多的领域
,
进人长足发展的时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