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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
是，中国快堆
能够尽早达到
其应有的发展
规模，为国家
可持续的核能
事业发展作出
贡献。”

一个家庭走出三位
院士：大哥黎鳌（图中）亲
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烧
伤病房，被尊为中国烧伤
学界的泰斗；二哥黎介寿
（图右），是中国肠外瘘治
疗的鼻祖、亚洲同种异体
小肠移植的开拓者；老三
黎磊石（图左），他开创的
中国肾脏病学，跻身世界
先进行列。

汪德熙

作为核能领域的高新技术，快堆是核能发
展的首选堆型。而中国快堆也在“实验堆、示范
堆、商用堆”三步走的战略中走到了第二步。

“我的梦想是，中国快堆能够尽早达到其应
有的发展规模，为国家可持续的核能事业发展
作出贡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快堆研究设
计所所长杨红义把“快堆梦”与自己的事业紧紧
地联系在一起。

来自神秘的“81091”

“81091”是神秘而光荣的一个代号。1989
年，杨红义进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
系学习。“那时候中国的核能发展规模还不大，
所以报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人非常少，一届就
一个班，代号‘81091’。”

杨红义选择了这个冷门专业，“我就觉得搞
核是给国家干事的，是能干一番大事的”。

1993 年，中国实验快堆立项的第二年，从西
安交通大学毕业的杨红义来到了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开始从事快堆技术研究和设计工作，
并以“投身快堆，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
抱负。

1996 年，杨红义被派往法国学习，接手一个
安全分析软件。

回国后，杨红义便接手了中国实验快堆初步
安全分析报告的工作。他主要负责主蒸汽管道断
裂事故、蒸汽发生器给水中断事故、主给水管道断
裂事故、一回路主管道断裂事故的分析工作。

这些事故工况的分析对于论证中国实验快
堆的安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一回
路主管道断裂事故的分析，是涉及到论证中国
实验快堆安全性的关键性问题，也是核安全局
多次召集有关专家反复讨论的焦点问题。

不到 30 岁的杨红义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加班加点地工作，进行了广
泛的调研以及审慎的计算分析，比较全面地分
析了这几个典型事故，论证了中国实验快堆的
安全性，最终得到了核安全局和专家的认可。

揽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验快堆的安全分析任务告一段落后，杨
红义很快承担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快堆系统
工况分析。

由于中国实验快堆是中国的第一座钠冷快
中子反应堆，在快堆工况计算方面可借鉴的经
验非常有限，工作难度很大。

“给设备制造厂家下图纸前，必须做热工水
力的工况分析和结构力学分析。但当时国内的
工况分析跟不上，影响了厂家的设备制造进度。
这成为困扰实验快堆工程的一大难题。”杨红义
回忆说。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很多老同志都表示干
不了的时候，年轻的杨红义挺身而出，把这项被
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揽了下来。

其实，杨红义当时也没有绝对的把握，“中
国第一座钠冷快中子反应堆，谁都没干过，只能
知难而上”。

杨红义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连春节都没
放假，编写了“中国实验快堆设计瞬态的确定和
分析大纲”，为中国实验快堆的工况分析确立了
原则、方法、目标和要求，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
实验快堆工况计算的任务，为工程进度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

从 1996 年加入中国实验快堆，短短四五年
时间，杨红义迅速成长起来，得到了领导、同事
的一致认可。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专业技术过
硬，有自信、有魄力，敢于承担任务，遇到困难不
退缩。

从热工组组长到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再到
实验快堆总设计师，2001 年，31 岁的杨红义逐
步被大家认可而承担起了实验快堆工程设计的
重任。

从实验快堆到示范快堆

总设计师这活儿可不好干，更何况杨红义
上任时还那么年轻。

在新岗位上，杨红义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但
他丝毫没有退缩，不断学习和吸收现代项目管
理知识和经验，在快堆设计管理中做到了工作

有思路，管理能创新，落实有办法。
“首先要理解、尊重技术人员。这是最重要

的。”杨红义深有体会地说。
其次，从技术管理上下功夫。杨红义提出并

落实了“计划制定到人、计划督促到人、计划协
调到人、计划总结到人”的设计计划管理思路，
同时提出了加强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计划和
月报的编制工作。

他经常在月初和月末深入基层，直接接触
各个设计者，主动为他们解决设计中的接口问
题，讨论设计文件的出版计划，既给设计者带来
压力，也给他们带来动力。

“干工程，越干越长脾气。”杨红义记得，紧
张的工程对图纸和技术接口的要求进度十分紧
迫，他好几次对几个设计人员发火了。“给国家
干事耽误不起，就得说一不二。”杨红义现在还
说得掷地有声。

经过不断实践和创新，快堆设计管理工作
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施工设计图纸和技术
文件的完成速度大幅度提高，较好地满足了快
堆工程的要求。

在实验快堆工程建设后期，他组织和开拓
了快堆的科研、国际合作和示范快堆项目，建立
了相关体系，推动了示范快堆项目的国际合作
等工作。

从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设计，转换到推动新
的快堆项目，杨红义的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中俄合作建造我国示范快堆，这是大家定
下来的方向，杨红义的任务就是实质性地推动。
策划项目、编写建议、汇报情况、对俄谈判……
杨红义在一个个陌生的领域实践着，他感觉到
另一种艰难，但是他同样没有轻易放弃。

当成功地和俄罗斯进行了预先设计研究的
合作时，杨红义只是说了一句：“这真是太不容
易了！”

2011 年，中国实验快堆建成。两年后，杨红
义任实验快堆总经理，组织实施了快堆工程部
转型为快堆研究设计所的工作，并担任第一任
快堆研究设计所所长。

从那一刻起，杨红义又开始一个新阶段的
前进。他提出“专业化，矩阵化，一体化”的管理
思路，采取以项目管理为中心、以研发设计活动
为主线、以质量计划为指导、以项目 / 课题负责
人承担主体责任的全面项目管理流程。

“我们的历史使命是，组织技术队伍，自主
创新地把中国的示范快堆建起来。”当前，杨
红义正带领快堆所全体技术人员向新的高峰
攀登。

杨红义：与中国快堆共成长
姻本报记者 陆琦

上世纪初，黎鳌、黎介寿和黎磊石三兄弟
出生在湖南浏阳的一个教育世家。黎鳌生于
1917 年，比二弟长 7 岁，比三弟长 9 岁。1937
年，父亲因病去世时，黎鳌已在上海读医学
院，黎介寿和黎磊石还在上小学。1943 年，黎
鳌毕业后到江西医学院任教，黎介寿、黎磊石
也结束了中学生活。为了能吃上饭，两人不得
不放弃学机械制造的梦想，到江西读医学院，
在那里可以得到大哥的接济。黎磊石曾坦言，
当时只有两种院校不要学费———医学院和师
范学院。

学医，是黎氏三兄弟在那个年代里的无奈
选择，然而，多年后他们却成为了从一个家庭
中走出的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就了中国医
学界的一段传奇。

黎鳌：中国烧伤医学开拓者

在中国烧伤医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教授黎鳌是一个开山
泰斗级的人物。

在家人的建议下，他报考了上海医学院，
从此踏上了悬壶济世的道路。

1958 年，“大炼钢铁”时期，我国烧伤病人
陡增。黎鳌意识到，烧伤是威胁民众生命健康
的大患，他主动承担重任，提交了一份烧伤防
治研究的请战书。第三军医大学当即决定由他
牵头在普外科组建烧伤救治小组。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养和准备，黎鳌亲自打
造的烧伤治疗团队在灾难面前大显神威。1966
年，四川合江一支钻井队不幸遭遇井喷，数十
人被烧得面目全非。黎鳌率领一支精英救治小
组赶赴现场投入到抢救战役中。他本人更是几
天几夜没合眼，将一个个烧伤患者从死亡线上
夺了回来。

1994 年他被美国烧伤协会授予“伊文斯”
奖，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从事外科学及烧
伤医学临床研究几十年，黎鳌成为我国烧伤医
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创建全军第
一个烧伤中心和第一个烧伤研究所，获批全国
烧伤专业国家重点学科和第一批博士学位授
权学科。他探索出一整套烧伤救治理论与方
法，先后成功救治上万例烧伤病人。

1999 年，新世纪的大门即将打开，这位老
医生却留在了他奉献一生热血和热爱的 20
世纪。

黎介寿：对肠研究最长的人

与大哥不同，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
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从事的是肠道研究。

但相同的是，他和哥哥一样达到了医术和仁爱
的至高境界。

1987 年的一天深夜，一位因腹腔大出血、
整个小肠被切除的小姑娘被抬到黎介寿面前。
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姑娘离开人世。那一
夜，这位医生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病房里，流
下了愧疚的泪水。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小肠
移植这个世界性难题攻下来。

小肠移植，当时这项手术不仅在国内，在
整个亚洲都是空白。为了做试验，黎介寿和用
于试验的猪一起待了整整 4 年，甚至春节都跟
猪住在一起，人称“猪爷爷”。

1992 年的情人节那天，黎介寿终于取得
亚洲首次猪同种异体小肠移植的成功，从此
结束了几年来与猪一起“相守”的日子。两年
后，黎介寿为一位短肠综合征患者成功移植
250 厘米的异体小肠，打破亚洲小肠移植

“零”的记录。
在他的行医生涯中，不乏一些棘手的案

例。一位浙江女患者仅有 30 厘米小肠，为正常
人的十五分之一。在黎介寿治疗下，她靠肠营
养支持生下健康女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
依靠肠内营养怀孕生育的案例。

还有一次，黎介寿在为一名复杂性肠瘘
病人手术时，突然间心律不齐，脸色苍白，冷
汗淋漓。可他还是坚持在手术台前站了 7 个
多小时———病人得救了，可他却昏倒在手术
台边。

如今，生于 1924 年的黎介寿即将迎来 90
岁的寿辰，而他仍在坚持为患者提供帮助。世
界著名外科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德瑞克对
黎介寿说：“你是全世界研究肠子时间最长的
人，我们敬佩你。”

黎磊石：肾脏病学一代宗师

三兄弟中最小，和二哥同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的黎磊石，开
始研究肾脏病时已 49 岁。此前，他是研究寄生
虫病的专家。“研究肾脏病，我不一定能做出大
成绩，但能帮助一些人。”对于自己半路转行，
黎磊石这样解释。

30 年多前，国内肾脏病研究尚属薄弱，落
后于发达国家。上世纪 80 年代初，黎磊石去澳
大利亚参加肾脏病学术会议，作为中国代表，
他没有发言和宣读论文的资格。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让中国的声音响彻世界医学论坛。

1982 年，黎磊石无意间发现一个用传统草
本植物雷公藤治疗风湿性关节痛的病例，病人
身上存在的合并严重蛋白尿病症突然消失了。

黎磊石没有放过这一“偶然”现象，经过一系
列研究，证实了雷公藤具有独特的免疫抑制功
效。随后，他冒生命危险亲口尝试，掌握了雷公藤
对治疗肾脏病既有效又安全的剂量。紧接着，他
又发现大黄酸和冬虫夏草对肾脏病的独特疗效。
就这样，他开辟出了肾脏病治疗的新途径。

国际上曾经对肾活检普遍采用直角穿刺
法，穿刺时间长，出血多。黎磊石发明了快速安
全的斜角穿刺法，使肾活检从每例 3 至 4 小时
缩至 10 分钟。

2005 年，第十届国际血液净化学术会议闭
幕大会上，伴着黎磊石洪亮的声音，巨大的屏幕
上现出令人骄傲的文字：“血液净化术在发展中
国家的未来———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验。”

性格刚烈的黎磊石曾说：“如果不能工作
了，我立刻死。”2010 年去世前，他几乎坚持行
医到人生的最后阶段。

汪德熙先生，中国著名
的高分子化学家，核化学化
工事业主要奠基人之一，中
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
长，资深院士。从他这一系列
身份看来，应该是个大师级
的知识分子，但抗战中，正是
汪德熙先生和他的战友们把
日本鬼子气得一蹦一蹦的。

原来，1938 年，任中国大
学化学系讲师的汪德熙与其
他数百名北平的知识分子一
起，在叶企孙先生的组织下
离开敌占区，到达了冀中抗
日根据地。汪先生去冀中是
瞒着家人的，自称去天津教
书（叶企孙先生真的每个月
给他家寄讲课费，故家人一
直没有怀疑）。为了能进入
根 据 地，他 化 装 成 了 传 教
士，然后还学了句日语“我
是基督徒”。这样，他们很快
就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特
别 是 为抗 日 兵 工 事 业 作 出
了巨大贡献。汪德熙先生本
人 担 任了 冀 中 军 区 供 给 部
化工技术工作的负责人。

既 然 汪先 生 已 经 去 了
冀中，又怎么能把日军气成
那样呢？原因是他和他的战
友们就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
与留在北平的外籍教授们进
行联系，解决了冀中根据地
高性能炸药研制中的多个重
要问题，而日军硬是拿他们
没办法。

据冀中兵工重要负责人
张方回忆，在冀中的专家们
因为缺少实验条件，经常用英文写信给在北平
的洋教授们求助。这些信件从冀中敌占区的“关
系”处以平信寄出。日军对所有信件都会进行检
查，然而，次次都会放行。因为这些信件的内容，
无非是回乡的学生与教授交流关于肥田粉的学
术论文而已。

但日军没想到的是，过了很久他们才发现，
其实，这些信件探讨的，却是怎样制造对付日军
火车的炸药———英文不好的日本人看不懂，实
际上这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专家在共同帮助八路
军完成制造烈性炸药的技术攻关。

汪先生等到达冀中之前，土八路发展的民
兵多用黑火药装地雷和手榴弹，但这是用于袭
扰和自卫的，正规部队不能靠这个。日军记载，
第一次攻打井陉煤矿的时候，土八路的手榴弹
曾扔得日军阵地到处都是，却基本不响，这是因
为下雨导致黑火药受潮引发的问题。后期八路
炸炮楼用的炸药包，是不能指望这玩意儿的。

汪先生他们来了以后，很快找到了新的炸
药来源。此时，日军却在河北实行着他们占领期
间唯一的“德政”———为了能够征得更多的粮
食，向当地农民强行配售肥田粉。河北的农民对
这种“德政”响应并不积极，因为反正多收了粮
食也是鬼子的，而且肥田粉的价格不菲，老百姓
也很难负担。

然而，日军的肥田粉却不愁销路———都被
八路买去了。

八路要肥田粉干嘛？送到南泥湾开荒？当然
不是。这是因为北平来的专家们到了根据地，他
们发现日造肥田粉的主要成分内含有大量硫酸
钾，将其提炼出来，再通过化学反应，是可以变
成炸药原料的。顺便说一句，今天肥田粉的成分
已经大大改变，是提炼不出炸药来的，但日军当
时没有这个配方。

当然，日制肥田粉里面有大量杂质，这个提
纯和反应的过程并不简单，所以到了根据地的
专家要与在北平的朋友交流，通过他们的实验
获得更好的炸药制造方法。北平的外籍教授们
一方面与汪先生等有师生之谊，另一方面大多
同情中国的抗战，因此心照不宣地帮助学生们
解决这些“学术问题”。这就是“肥田粉”论文的
由来了。双方只谈化学反应，不涉及一字于炸药
与抗日，局外之人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

那么用英文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汪德
熙先生英文很好，张方和胡大佛等八路兵工专
家，在冀中的兵工厂里也经常用英文交流的，还
曾经为此差点被当成特务呢。

这样，冀中的炸药水平在三个月内突飞猛
进，让日军连吃大亏。所以，日军被汪先生他们
气得一蹦一蹦的一点儿也不奇怪。

1938 年 9 月的一个夜晚，汪德熙亲自带游
击队员在保定以南第一次实验了新式炸药，当
场成功炸毁日军军火列车一列。汪先生亲自引
爆，这可能是中科院院士亲手消灭侵略者的第
一例呢。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时作
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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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劳伦斯·惠普
尔是美国著名天文学家，曾
在哈佛大学天文台任职超
过 70 年，是彗星研究的先驱
者之一。1906 年 11 月 5 日，
惠普尔出生于美国爱荷华
州。1931 年，他在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取得天文学博
士学位后，前往哈佛大学任
教，由此正式投身天文学研

究。此后不久，他发现了冥王星最近的行星轨道。
惠普尔最杰出的成就是于 1950 年在《天体

物体学学报》中提出的著名的“脏雪球”理论。
1986 年，欧洲航天局的太空船拍回的哈雷彗星特
写照片证实了这一理论。

10 周年 2004 年 8 月 30 日，惠普尔逝世

纪念册

侯德榜是我国重化学
工业的开拓者，他与永利碱
业创始人范旭东同为中国
近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
1890 年 8 月 9 日出生于福
州的侯德榜在我国化工技
术领域有三大贡献：揭开了
索尔维制碱法的秘密，使工
艺过程缩短、产量大增；创

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使纯碱工业和氮肥
工业得到发展；倡议用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使
碳化法氮肥生产新流程获得成功。1955 年，侯德
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1959 年被
任命为化工部副部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
主席、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理事长。

40 周年 1974 年 8 月 26 日，侯德榜逝世

物理化学家特奥 多
尔·斯韦德贝里出生于瑞典
耶夫勒堡省，1904 年就读
于乌普萨拉大学，仅用一年
多时间就取得了文学士学
位。1905 年，他转而开始了
对全新领域———胶体化学
的研究，同年获得理学士学
位。虽然此前对生物学很
感兴趣，但斯韦德贝里抵制

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思想———将胶体作为一种
生命系统的模型。1924 年，他研制出超速离心机
用于蛋白质胶体研究，第一次测定了蛋白质的分
子量。因对分散体系的贡献，斯韦德贝里获得
1926 年诺贝尔化学奖。1971 年 2 月 15 日，他在瑞
典厄勒布鲁省逝世。

栏目主持：余艾柯

1884年8月30日，斯韦德贝里诞辰130周年

黎氏三兄弟：各领风骚铸传奇
姻天吾

大家

汪先生他们干了什么，让日军
如此恼怒呢？

杨红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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