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试验事业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
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程开甲创
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
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
后走出了 10 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
得 2000 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
了国家空白⋯⋯

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
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
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
的搏击中铸成的。”

第一次核试验，立下大功的测量核爆
炸冲击波的钟表式压力自计仪，就是程开
甲鼓励林俊德等几名年轻大学生因陋就
简研制的；同样，我国第一台强流脉冲电
子束加速器的研制，也与程开甲大胆将这
一高难度项目放心交给邱爱慈不无关系。

后来，林俊德、邱爱慈都脱颖而出，成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邱爱慈还是研究所
10 位院士中惟一的女性。对此，邱爱慈
感慨地说：“决策上项目，决策用我，两个
决策，都需要勇气，程老就是这样一个有
勇气，敢创新的人。”

带队伍、培养人，程开甲总是坚持言
传身教。

每次核试验任务，他都会亲自到最艰
苦、最危险的一线去检查指导技术工作。
20 世纪 70 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
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
危险的爆心。

一天，施工正在进行，程开甲来到现
场。在坑道口，因为洞内极其恶劣的高
温、高放射性和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
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不要进去。

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
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穿着简陋的防护服，顶
着昏暗的灯光进入坑道。他一边详细地
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
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
象。程开甲说，“深入虎穴”与只听汇报的
感受大不相同。每次进洞，都会有新收
获，每看到一个现象，都会增加对地下核
爆炸现象和破坏效应的感性认识，使他对
下次试验方案有进一步考虑和新的设计。

作为一个学者，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
始，程开甲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但在各
种学术争论中，他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他曾经与试验基地的司令员

据理力争，也曾经诚恳地对普通技术员
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
意见是对的。”深入虎穴的冒险，其实也正
是为了“只唯实”的学者的坚持。

真正的科学家不求名利。参加核武
器研试的 20 多年，程开甲隐姓埋名，没发
表过一篇论文。

但真正为祖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
学家，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回到北京后，程开甲先后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
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
奖等奖励。1999 年，他被授予“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2014 年又获得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

面 对 荣 誉 ，程 开 甲 说 ：“ 我 只 是 代
表，功劳是大家的。功勋奖章是对‘两
弹一星’精神的肯定，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
器事业团队的肯定。我们的核试验，是
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
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
个脚印去完成的。”

为国开利甲，两弹裂长空。他说，自
己还要“努力不懈，不老长青”。

为国开利甲 两弹裂长空
——记201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院士

本报记者 佘惠敏

程开甲一生求索不已，创新不断。检索他

的学术生涯和学术成就，可以发现，他身边大

师云集，自己也是一位大师，但他并不迷信权

威，也从不滥用自己的学术威望。

先说大师云集。

他的中学校友里有陈省身、李政道这样的

大家，他的大学里有束星北、王淦昌、苏步青这

样的名师，出国留学期间，他的博士生导师玻

恩被称作“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他的师兄

海森堡是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在各类学术

研讨中，他还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

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在原子弹研制中，

他身边也是星光璀璨——钱三强、朱光亚、邓

稼先⋯⋯包括程开甲本人在内的 23 位“两弹一

星”元勋，哪一位不是鼎鼎大名？！

身在大师云集的环境中，固然更容易成就

一番事业，但也需要避免为大师的光环所惑而

走错方向。还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程开甲作

为束星北教授的得意门生已经独立开展研究

取得了重要成绩，毕业任助教时又完成了对诺

贝尔奖得主狄拉克教授推断出的“狄拉克方

程”的理论证明，论文由狄拉克教授亲自推荐

发表。但遗憾的是，他计算证明的新粒子却因

狄拉克教授回信说“不需要更多的粒子”而放

弃，后来发现了这一粒子的实验却于上世纪 70

年代被授予诺贝尔奖——这也成了程开甲一

直难以释怀的教训：不能盲从权威。

上世纪 80 年代，离开核试验场返京定居

后，程开甲研究发展并完善了他与导师 M.玻恩

的超导双带理论，用严格的理论证明否定了当

时被“公认”的 BCS 理论（超导的微观理论）的

基础，也因此得不到超导界的认同。

有一次，程开甲到南京大学讲学，同行们

无法反驳他给出的严格证明，不得不问：“你当

年为什么还向我们讲这一理论呢？”

程开甲回答：“我只是介绍国际的研究动

态，并不是要你们跟着跑呀。”

面对众多争论，程开甲仍在思索并坚信自

己的研究。90 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

“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

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

想与方法，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下将

该理论应用于金刚石触媒、纳米管生成、薄膜

大电容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尊敬大师，但不迷信权威。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程开甲在学

术生涯中的坚守，也是每一个有志于学的科研

工作者应当学习的态度。

有大师

没有权威
佘惠敏

有大师

没有权威
佘惠敏

顽童的自尊

在文风繁盛的江苏省吴江市出生成长
的程开甲，幼时并不好学。他小时候贪玩，
小学二年级连着留级两次读了三年。家人
将他转学，他竟变本加厉，拿了些钱孤身跑
到上海疯玩，直到身无分文露宿街头，最后
被家人找回，痛打一顿。

或许正是这一顿痛打惊醒了程开甲，
他环顾周围，发现自己早就是班级里年龄
和个头最大的学生了。12 岁的他顿感羞
愧，暗下决心：现在起发奋读书！

一年后的 1931 年，他考入著名的浙江
嘉兴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培养了包括
陈省身、李政道在内的 10 位院士，在此他
接受了六年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基础教
育和创新思维训练。

1937 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
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接受了束星北、王
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等大师严格的学习
和科学精神训练。大三时，他就在国际期
刊上发表了数学论文。

1946 年，程开甲获得奖学金，来到爱
丁堡大学，成为被称为“物理学家中的物理
学家”的 M.玻恩教授的学生。在玻恩那
里，他选择超导理论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并
于 1948 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超导的“双
带模型”。

1948 年，苏黎世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程开甲与师兄海森堡就学术观点展开针锋
相对的激烈争论，连大会主持人泡利都无
法裁判。玻恩听到此事很高兴，跟他讲起
自己与爱因斯坦长时间针锋相对的争论。
玻恩说，爱因斯坦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因
而能对经典常规实施超越。这次谈话，让
程开甲终身受益。

从秀州中学、浙江大学到爱丁堡大学，
程开甲在开明开放的环境中，在名师名校
的熏陶下，夯实了日后成为科学大家的深
厚底蕴。

1948 年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
后，程开甲在英国皇家研究所当研究员，已
有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为什么
选择了回国？

数十年后的一次散步中，身边的秘书
王保民问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外国人骂我们是什么吗？”程
开甲当即反问。

“什么？”王保民问。
“劣种、劣种！”程开甲气愤地回忆了当

初在英国遭遇的歧视——有一次去海里游
泳，当他们几个中国留学生下水时，几个具
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就立即上岸，还说：

“有批人把我们的水都弄脏了，我们走吧！”
“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出头之日，在海外

的华人心中都很闷，很苦。”不久，程开甲看
到了希望。那是 1949 年的 4 月 20 日，四
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军舰相伴，驶进解放
军的防区游弋。解放军再三发出警告，英
国军舰视若不见，解放军遂予以炮击。

消息传出后，英国朝野乃至世界各国
为之震惊，也让程开甲第一次了解到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到我们中
国人敢于回击英国人，第一次有了一种‘出
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腰杆都挺得直
直的。虽然当时我还是个无党派者，但就
是从那天起，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1950 年盛夏，程开甲踏上了祖国的土
地，决心将自己的一生交付。

绝密的任务绝密的任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生的中国面临

着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
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
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作出了对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研制“两弹
一星”。

一大批当时最顶尖的中国科学家们
被这个目标凝聚起来，就此隐身戈壁，为
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建立奇勋，程开甲就是
其中的佼佼者。

1960 年夏，经钱三强亲自点将，南京
大学教授程开甲调进了我国核武器研制
队伍，自此，他在学术界销声匿迹几十年。

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
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
爆轰物理研究。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
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
了依据。

1962 年上半年，随着各项研究工作
的突破，中央作出争取在 1964 年、最迟在
1965 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两年规划”。1962 年夏，程开甲成为我
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

从理论研究到试验技术，程开甲又一
次放弃熟悉的领域、去开拓全新领域。

他常说：“科学实验就得讲严谨，没有
严谨就没有成功。”第一次核试验前，从原子
弹爆心向各个测试点铺设电缆，程开甲提出
向所有电缆沟里垫细沙，以保护电缆安全。
这需要几百辆汽车车次的沙，因为工程量
大，有人反对。“官司”一直打到当时试验基地
的司令员那里，程开甲的意见终被执行。

1964 年 10 月 16 日，伴随着一声惊天
巨响，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腾
起在戈壁荒漠上空，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
颗原子弹罗布泊准时爆响。

周恩来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
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指挥所里，大家的目光一致转向技术
专家程开甲。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

“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

量约几百万吨 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
这样的威力。”

此前，自动控制系统在原子弹爆炸瞬
间启动 1700 多台（套）仪器，分秒不差的
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据有关资料记
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
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只拿到很
少一部分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 97%
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之后，程开甲在核试验任务中又不
断取得新突破。1966 年 12 月，首次氢弹
原理性试验成功，他提出塔基若干米半
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
效果很好。1967 年 6 月，第一颗空投氢
弹试验成功，他提出改变投弹飞机的飞
行方向，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1969
年 9 月，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他设
计的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自封”，确保
了试验工程安全。1978 年 10 月，首次竖
井地下核试验成功，他研究设计的试验
方案获得成功⋯⋯

从 1963 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
的罗布泊，到 1984 年回北京定居，程开甲
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 20 多年，作为我
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
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
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
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
验方式的三十多次核试验。

学者的坚持

程开甲，男，1918年8月出生，江
苏吴江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
理系，1946年留学英国，1948年获英
国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任英国
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物
理系副教授，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副
主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
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
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国防
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总
装备部科技委顾问。1980年当选中国
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程开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
家，是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
和领路人。他毕生在国防科学领域辛
勤耕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严谨求
实，崇尚科学，无私奉献，勇于登攀，为
我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
作出了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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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简 介

从那天起，

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在戈壁深处,他执行着“上
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秘密
任务

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
才会踏实

1918 年出生的程开甲，在他 96 岁高龄时获

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个奖，源于半个世纪前

新中国爆响的第一颗原子弹，源于他为国奉献的

耿耿丹心，源于他开拓进取的赫赫功勋。

采访感言

本版编辑 来 洁

1990 年，程开甲在打字机上写作超导

机理书稿。

1976年程开甲在研究所的办公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