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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院士讲述大国底气
背后的故事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号院，如今是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原二机部九

院）北京第九研究所的办公区之一。这也是中国

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事业开始的地方。

1964 年，作为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优等生，

杜祥琬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如今，

86岁的他仍经常来此上班。

从核物理到激光再到能源战略和气候变化，

“跨界院士”是杜祥琬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但

“跨界”背后不变的是，他为祖国科学奉献一生的

决心。

从大大的宇宙到小小的原子核

受苏联杂志《知识就是力量》的影响，1956年杜

祥琬高三毕业填报志愿时，报考了当时全国高校唯

一的天文系——南京大学天文系。恰在此时，国家

从高中毕业生里选拔预备生留苏学习核物理，整个

河南省当年只有两人入选，其中一人就是杜祥琬。

“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杜祥

琬却很淡然，“你看，原子当中有一个核，外面有很多

电子，和太阳系差不多。”

在杜祥琬前往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前，作为留

苏事务的具体推动者，钱三强来送行。杜祥琬至今

记得，钱三强边说边拿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大意就是

要大家出去以后学好知识，来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

在苏联学习期间，杜祥琬和同学们不时接到国

内的指示，比如，学理论物理的同学要注意学好“中

子在宏观介质当中的输运”。对这些指示背后隐藏

的含义，杜祥琬并不理解，只是隐约感觉，回去肯定

是干核工业。

临答辩前的一天中午，杜祥琬和一位苏联同学

在学校食堂吃饭。

对方问：“杜，你在这里学原子核物理，回中国

之后有啥事可干吗？”

在他们的认知中，1964年的中国很落后，核物

理人才在中国没有用武之地。杜祥琬听出了弦外

之音，这位同学当时的口气让他不太舒服。

转机发生在杜祥琬答辩前的晚上。莫斯科

电台播出了一则惊人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第二天，苏联的《真理报》上也刊登了这

条消息。

答辩当天，那位苏联同学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杜

祥琬说：“杜，祝贺你，我知道你回去干什么了。”

苏联同学前后巨大的态度反差，让杜祥琬万分

感慨。

“国家的重大进步，在海外产生这么强烈的反

响，我感到非常震撼。”杜祥琬说，“回国以后，如果

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用给我作动员报告，我都能体

会到干这件事对提高国家地位、增强国家科技实力

的重大意义。”

1964年回国后，杜祥琬如愿被分配到二机部九

院理论部。

刚一报到，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就给了杜祥琬一

本参考书，是格拉斯登的《中子输运理论》。杜祥琬

这时恍然大悟，自己的工作是搞核武器研究。

当时美国、苏联已经成功研制氢弹。杜祥琬到

理论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情报调研。他被派往

相关机构，翻阅《真理报》等报纸杂志，寻找关于氢

弹的蛛丝马迹，然而能找到的有用信息几乎为零。

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理论部只能内部进行

“鸣放会”，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头脑风暴”。

在理论部的报告厅里，最前面是块黑板。“鸣放

会”由部主任主持，台下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和四五

十岁的科研工作者们，谁有想法就上台将想法写在

黑板上，如果能做点计算就做点初步的演算。大家

公开讨论，现场论证，最后归纳了四种可能的氢弹

构型。后来经过“百日会战”，于敏带领科研人员抓

住了“牛鼻子”。我国于1966年12月28日成功进行

了一次“新的核试验”，掌握了氢弹技术。

杜祥琬当时的工作是负责核试验诊断理论研

究，分析测试得到的数据。1975年到1984年，作为

中子物理学研究室主任，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我

国第一个中子学计算敏感度程序，对核试验诊断理

论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

“这个领域当时在国际上是保密的。”杜祥琬告

诉记者，这项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后来，杜祥琬碰到钱三强时说：“钱老，您是改

变了我人生道路的人。”钱三强问：“你后悔吗？”杜

祥琬马上回答：“追随您的事业，我很荣幸。”

组织激光科学研究“联合舰队”

1986年到2006年，是杜祥琬最繁忙、压力最大

的时期。1987年，他忽然被调转了研究方向，从中

子物理转向激光。

20世纪80年代，为发展高科技，美国率先提出

了“星球大战计划”，欧洲搞了“尤里卡计划”，我国

也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863”计划。

在该计划规划的首批七大研究领域里，就包括

激光。杜祥琬担任第一届激光专家组成员兼秘书

长，协助首席科学家陈能宽的工作。

和原子弹、氢弹工程不同，“863”计划的专家组

采取了全新的组织模式。它不仅打破了部门界限，

实现了全国大协作，还实行专家组负责制，题目怎

么定、由哪些单位来做、经费怎么分，都由专家组拍

板，专家组自主性大大增强。

当时，国际上也刚开始开展激光相关研究。在

我国激光研究打基础、描绘蓝图的阶段，专家组的

掌控能力和战略能力至关重要。

为了研究激光，杜祥琬重新学习了大量相关专

业知识，同时倡导学术民主，组织了很多场“鸣放

会”。

在杜祥琬看来，科学就是要在这种民主开放的状

态下才能发展，因为一个人的能力、知识毕竟有限。

1991年4月，激光专家组换届，杜祥琬担任第

二届专家组首席科学家。第二届专家组成立后，作

了第二次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修正了第一次发展战

略研究报告的一些方向，同时把目标进一步具体

化，技术路线更细。

在专家组的领导下，我国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

的技术路线，开创了我国发展新型激光的可持续发

展道路。

按照最早的规划，“863”计划持续到 2000年。

在2001年总结汇报时，一位组外的专家听完激光

专家组的汇报后评价：“15年产出这么多成果，你们

是一个‘联合舰队’。”

60岁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是杜祥琬自言“没有

想过要走的一段路”。

“我的想法不一定对，但当时就觉得，念了这

么多书，应该干点具体的活。”杜祥琬告诉记者，

1975 年他曾婉拒担任九院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

长，1987 年找王淦昌“说情”，让领导收回起草好

的中物院副院长任命（后于1993年担任副院长），

“我希望尽量延长在基层做学术研究的时间。”

2002年，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杜祥琬被推

荐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候选人，并顺利当选，分管

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同时担任科学道德建设委员

会主任。

如何当这个副院长？杜祥琬其实没经验。他

原来负责的是具体的研究工作。除了增选院士，中

国工程院就是负责给国家做工程科技项目咨询，和

过去做具体研究不一样。

当时恰巧刚刚卸任中物院副院长，杜祥琬便将

更多精力投入中国工程院的工作。他发现，诚如时

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言，中国工程院的工作

“有弹性”，但正因为“有弹性”，所以要用劲发力的

话，可以没完没了地工作。

杜祥琬自谦对核能知识“多少了解一点”，但要

从宏观上开展能源战略咨询，“必须得学习，而且学

习量得特别大”。

能源战略咨询也成了杜祥琬学术生涯的第三

个方向。

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期间，围绕中国要不

要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科技界有两

种不同意见。最后国家主管领导要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提供咨询意见。

杜祥琬被委以重任，牵头起草初稿。他组织

持有不同意见的院士们，开了一次会，就把问题

解决了。

“其实大家都支持加入ITER，焦点在于这项工

作会不会影响现有的科研项目经费安排。”杜祥琬

从中总结出心得，“解决问题就是要抓住大家共同

关心的内容，排除大家意见不一致的地方。”

2010年，杜祥琬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72

岁的他本打算就此隐退，却被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推荐，担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

委员会主任。

王淦昌曾在年过90岁时送给杜祥琬一句话：

“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杜祥琬回忆：“我一

开始理解，他就是鼓励我，可后来一想，他60岁以后

真干了不少大事。”

如今，步入耄耋之年，杜祥琬对这句话有了切

身感受。他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花白的头发梳得一

丝不乱，依旧忙碌、依旧“跨界”。他是论坛上的专

家，是孩子们喜欢的杜爷爷，是记者们尊重的采访对

象——经历丰富、才思敏捷、和蔼可亲、有问必答。

穿越60年风雨，他在《写在科学边上》一书中

剖析了“跨界”背后的心路历程：“有幸为祖国的富

强和老百姓扬眉吐气做一点实际的工作，是最大的

精神享受，是任何物质享受难以比拟的。”

杜祥琬：三次转换研究方向的“跨界院士”

图① 1993年，杜祥琬在核试验场。

图② 1990 年，杜祥琬（左）和王淦

昌的合影。

图③ 1993年，杜祥琬（前排左一）在库

尔勒国家试验场。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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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1 月 6 日至 8 日，2024 中非创新合

作与发展论坛（2024中非创新论坛）在湖北武汉

成功举办。

论坛邀请到来自国家有关部门以及 42个国

家的参会嘉宾，其中非洲国家32个，非洲国家部级

代表团6个、驻华使节18位、非洲院士专家3位。

汇聚创新力量，涵盖多元产业

本次论坛主题为“创新促合作，合作谱新

篇”，包括开幕式、主旨论坛和 16 个平行专场活

动。

主旨论坛开设“嘉宾致辞”“大使有约”“专家

论道”“离岸视点”四个环节。16个平行专场分别

是：中非农业创新合作论坛、中非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论坛、中国—中非农业发展对接

会、文明互鉴下的第三方市场科技与人文合作研

讨会、中非地学合作创新发展研讨会、中非大学

校长创新发展论坛、中非公共卫生科技合作论

坛、中非绿色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中非消

防与应急技术创新合作研讨会、中非经济作物推

广与应用研讨会、中非空间信息科技创新合作研

讨会、医工交叉技术交流大会、中医药创新合作

交流会、中非合作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国际会

议、功能食品创新合作国际研讨会、非洲国家代

表科技创新荆楚行系列活动。

开幕式上，第三届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决赛颁奖仪式举办。本届大赛聚焦数字经济、

循环经济、大健康与新材料、现代农业四大领

域，近百个项目进入各领域初赛，参赛团队成员

主要来自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摩洛

哥等 18个非洲国家。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来自四川、天津、河

南、广东、福建、山东、上海、湖南等 25 个省市有

关部门 60 人，部分国家有关部门、国内企业代

表、部分非洲国家在汉科研人员及留学生代表

等 800余人。

持续深化合作，谋求互利共赢

“2024中非创新论坛”构筑了深化中非科技

互通与合作的全球性平台，通过集聚中非创新

资源，邀请各界代表共襄盛举，深入交流研讨，

为中非科技创新合作与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力。例如“中非空间信息科技创新合作研讨

会”，以“深化创新合作，共享空间信息技术发展

机遇”为主题，邀请来自中国、南非、坦桑尼亚等

国家的知名学者聚焦卫星测绘与遥感技术的应

用和非洲发展需求，开展交流研讨，为非洲国家

防灾减灾、自然资源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的发展增添动力；“中非消防与应急技术创新合

作研讨会”面向中非公共安全重大需求，围绕消

防与应急救援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化体系建设、

工程应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研讨，全面促

进中国—非洲在消防与应急救援及城市安全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力求建立中非在消防领域稳

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合作关系；“中非绿色科技

与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以“汇聚中非力量，引领

绿色风尚”为主题，聚焦中非新能源、矿产资源

与绿色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立足资源

高效开发、先进低碳冶金技术、绿色资源利用器

件与设备、绿色能源政策研究等领域展开广泛

学术交流与探讨。

中非双方的科研工作者、企业精英及青年

创业者，围绕信息技术、公共卫生、现代农业、能

源资源等关键领域，凝聚创新活力，展示科技成

就，让更多惠及中非双方的知识与技术的得到

了分享。

友谊源远流长，共享丰硕成果

20世纪 70年代，中非建立了官方科技合作

关系；2009 年 11 月，“中非科技伙伴计划”启

动。几十年来，中国与非洲的科学技术合作缔

结了互利共赢的累累硕果。

本届论坛面向全国共征集到中非科技创新

合作成果 321 项，现场组织了 17 家国际企业创

新中心、联合实验室、国际企业孵化中心的成

立、授牌活动；发布了《非洲矿业发展报告》

《2024中非工业创新与技术转移合作意向专辑》

等研究报告等成果 13 项；组织签约 21 项，涉及

农业科技创新、空间技术、公共卫生、消防应急、

人文交流等领域。

论坛上，中国与非洲相关国家的专家及企

业家进行主题分享及深度交流，非洲嘉宾一致

认为非洲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希望进一步

加强在农业技术、生态保护、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的合作，让中国创新成果更多惠及非洲人民。

在主论坛上，几内亚、刚果（金）、中非共和国三

国的驻华外交官、国内外专家就搭建中非科技

合作桥梁、汇聚国际创新资源等话题开展交流

对话，为推动中非创新合作可持续发展注入新

动能。

“2024中非创新论坛”是深契国家高水平对

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纲要目标的鲜明

行动，是高质量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持续深化中

非科技人文交流，加强与非洲国家多领域务实

合作的重要抓手。

中非创新合作中心将进一步落实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的重要精神，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

导和支持下，服务国家科技外交和开放创新战

略，统筹国内对非合作资源和需求，发挥国家对

非创新合作平台作用，以构建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渠道、协调国内重点省市和机构、推动技术转移

和创新创业合作、组织或推动重大合作项目、举

办标志性活动为具体抓手，进一步打造对非洲国

家技术转移和创新创业合作的高效务实平台。

图文及数据来源：湖北省科技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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