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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禄，1925 年生于广东海丰，1956 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著名核动力专
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58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核动力的研究设计工
作。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技顾问、中国核学会名誉
理事长、中国核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

上世纪 60年代中、后期，彭士禄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
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
方法，在主参数的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的使用价值并可推广应
用于压水堆核电站。他对秦山一期核电站由熔盐堆改为压水堆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
键性的决定作用；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
站经济效益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院
士曾担任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负责过中国核
电站的建设。在彭士禄的内心深处，他一直认
为，对党的回报就是做好工作，对百姓的回报就
是关心工人和下属，从不忘本。

如此人生观的形成和他历经磨难的童年不
无关联。彭士禄的父亲是我国农民运动先驱领
袖彭湃，彭士禄不到五岁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相
继牺牲，自己也被国民党反动派列为被追捕的
对象。童年时期，他几经入狱和逃难，经历了数
次致命的疾病。在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环境下
彭士禄能够活下来皆因受到贫苦老百姓的照顾
和掩护。在他被祖母周凤找到并在党组织的帮
助下营救出来之前，他曾辗转于多户百姓家，有
山顶阿妈，有婶娘，还有对自己保护最多的潘姑
妈，他们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这个国民党
反动派要抓捕的彭湃的后人。

老百姓的掩护和帮助，终于让彭士禄在战火
纷飞的年代里幸存下来，并最终来到革命圣地延
安读书。也因此，彭士禄的感恩和回报主要体现
在他对老百姓的关心和对工人以及下属的帮
助———他在河北炼焦厂工作之余会帮助老百姓
的小厂子制造硫酸，会千里迢迢去看望生病的工
人。彭士禄的书房并没有放置彰显其成就的物
件，摆放的却是他离开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时工人
送给他的垦荒牛雕塑，这是彭士禄的宝贝。

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道：“几十位‘母亲’给
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
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
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

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品格。
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除了老百姓，彭士禄能够活下来并取得今
天的成就离不开党组织给予他的特别关怀：彭
士禄在牢房的时候，是党组织通过彭泽民找到
陈卓凡来进行营救并释放的；1940 年秋，党组织
安排彭士禄去延安学习，当时还是周恩来派副
官龙飞虎将彭士禄和另外几名烈士子女接到重
庆，并于年底转送到延安；1944 年至 1955 年，党
组织先后安排彭士禄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哈尔
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莫斯科化工机械学
院、莫斯科核动力院学习和进修。

当年一到延安后，彭士禄就开始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回报党组织。他所在延安中学二班的
同学，大多是烈士子女、干部子女，年龄参差不
齐，有的还不懂学习的重要性，往往时间抓不
紧。彭士禄担任第四组组长，而第四组则成了全
校的模范小组。他们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对照检查自己。彭士禄在小组
会上说：“我们的父母亲经过残酷的斗争，有的
流血牺牲了，才换来这个学校，要不好好学习，
怎对得起自己的父母亲，怎对得起党？”

当时的第四组在全校不仅是学习模范，劳
动和团结也是模范。那时在劳动生产中，一般同
学纺毛线半天可纺二三两，彭士禄和同学给纺
车加上加速轮，半天就可以纺半斤毛线。他们的
三架纺车一齐转，一周就纺了 8 斤毛线。谁的衣
服单薄就先给谁织毛衣穿。除了做纺车，彭士禄
还会拢马尾巴做牙刷、自制牙膏等等。彭士禄开
荒种地不怕吃苦，老实肯干，像一头黄牛。细活

他也样样在行，从打草鞋、做布鞋到织毛衣、绣
花。他还自己动手制作胡琴、三弦和小提琴。因
为学习、劳动样样突出，彭士禄被选为模范学
生。

1942 年，中央机要处和中央医院都到延安
大学中学部要工作人员。本来，学校没有派彭士
禄，可他坚决要求到中央医院去当护士，还动员
另一个男同学王立明与他同去。彭士禄在内科、
外科、妇科、传染科都学习和工作过。他常给病
人倒屎倒尿，帮助病人洗衣服、拆被子，星期天
也不休息。在 1 年半的工作中，彭士禄处处事事
起带头作用，被评为中央医院的模范护士。在此
期间，他由于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时常吐血，但
仍坚持工作。后来蔡畅得知后，曾几次派人去医
院接他，他都不肯回去。医生命令他休息，他还
是偷偷去帮助同志搞室外工作。直到 1943 年 8
月，中央组织部下了调令，他才不得不从医院出
来，经过短期休息和治疗后，又回到延安大学中
学部学习。1944 年，班主任贾芝曾在《解放日报》
上写过一篇题为《延大中学部二年级第四组组
长》的报道，介绍彭士禄同学的模范事迹。

对于对党的回报，彭士禄曾在自述中写
到：“我坚信共产主义必胜无疑，作为共产党
员，我将为之奋斗终生！也许因是属‘牛’的
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
已，一做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
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群体团结，是合力，
至关重要，最怕‘窝里斗’，分力抵消，越使劲
越糟糕，最后变成负力，悲矣！尽自己的力气
去做正功，没有白活。”

感恩与回报

吃苦与责任
彭士禄院士这一生所吃过的苦是常人难以

想象的。小时候为了生存，他当过小乞丐，在广
州“感化院”发高烧导致瘫痪差点死掉；后来在
东江纵队当小游击战士时得过严重疟疾；在延
安当护士时得过肺炎，几经生死。

留学期间，彭士禄更懂得珍惜时间，从没在
12 点钟以前睡觉，也因此，他每门功课成绩都是
5 分。

1962 年 2 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
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中国
在核潜艇的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识近乎为零，
在这种状况下搞核潜艇不得不全靠“自教自
学”。当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物资供应匮乏，生
活极其艰苦。彭士禄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
当时的艰苦条件：“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
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
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
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
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
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连窝窝头都吃不
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
月的办公费才 5 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

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仅有一台手摇计
算机，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
都是靠这些工具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

当时摆在彭士禄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摊
子：反应堆研究室不到 50 个人，每人每月平均
只有 5 元行政经费；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浮
肿或转氨酶偏高，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忍饥
挨饿；除了五六个人是核动力专业之外，其他人
都是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技人员，大部分还是刚
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

一切从零开始，学习起来谈何容易？彭士禄
深知，仅凭一腔热血是不够的，这需要把自己和
别人已有的经验和技能进行转化，同时吸收新
的知识。

根据原子能研究所党委提出的“坐下来，钻
进去，入了迷”的要求，彭士禄针对全室大多数
人只会俄语不会英语，而外文资料又大多为英
文的状况，组织了英语学习。大家从早晨 5 点多
钟起床就背英语单词，甚至上厕所时也在背，夜
深了也要背上几遍新学的单词才去就寝。这样
边学英语，边看与各自专业有关的英文资料，经
过两年的努力，全室基本上过了英语阅读关，并

且摸清了国外核电站、核动力装置的基本情况。
同时，为了让全室人员尽快都姓“核”，彭士禄和
韩铎、蒋宾森、沈俊雄等人在反应堆研究室内开
始系统地讲授反应堆物理、反应堆热工水力、反
应堆控制、核动力装置等课程。就这样，通过边
学习边实践，同志们很快便掌握了核动力装置
的基本原理及各系统、各专业间的内在和相互
制约的关系。这些门外汉迅速地站到了核动力
科学研究的前沿。

彭士禄面对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
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也不能马虎。对于
任何问题都要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信息、进行试
验等来搞清楚。潜艇核动力装置研究初期，为了
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在上世纪 60 年代
只有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彭士禄等科技人员
日以继夜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确立了自己的
计算公式，但仍没有把握保证反应堆的绝对安
全。彭士禄又带领大家做了 11 零功率试验，
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
下安全可控，把反应堆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彭士禄在领导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对工程
技术能亲自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数据；对工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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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誉面前，彭士禄院士从不计较得失，也
从不提出个人要求。多年来，他总是忙碌在工地或
出差。1978 年，当他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时，他正
在工地上，有人通知他去参加国家科学大会，他根
本不知自己是受奖者。在他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特等奖时，他还惊讶地说：我也可以得奖？什么时
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他一概
不知，也不打听。别人的房子是越调越大，而他却从
七间的将军楼搬到四室一厅的单元房里，把大房子
让给别人，他总说，国家给我的太多了。他担任过不
少单位的顾问，从不拿报酬。他说，只要对国家民族
有利，比拿点小钱更有价值。

彭士禄在 1996 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
中，用四点总结自己：其一，一家与百家；其二，主

义与精神；其三，明白和糊涂；其四，拍板与改错。
短短的 2000 字自述，对于“一家与百家”“主

义与精神”的解读，切实地反映了彭士禄所经历
的非同一般的童年生活以及经历磨难之后所展
现的精神和气节。“明白与糊涂”“拍板与改错”更
加诠释了彭士禄对待生活、工作和研究的态度以
及敢于承担责任、敢担当的为人品格。

对于担任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一职，彭士禄
有这样的描述：“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有幸参加了
我国核潜艇研制的全过程。时值‘文化大革命’，

‘老虎’都被赶下山了，只好‘猴子’称王，我也被
抬上‘总师’的宝座。”此话足以可见他面对功名
利禄时所表现出的淡定和从容。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馆员）

“大”家和“小”家
“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

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
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
的妻子马淑英。

1965 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
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 年后，妻子马淑
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
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深爱自己的教
育事业。马淑英讲课讲得好，在学校是出了名
的，也因此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离开化工
大学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马
淑英。离别之时，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哭着
跟她拥抱，久久不能放手。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
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
作上来。

1971 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
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 719 所）副所
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 1973 年 5 月。上世纪 80
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
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
家探望一下。

彭士禄 80 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
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
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
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
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
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
一份合同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
可奖励啤酒。

荣誉与得失

彭士禄：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

姻吕娜

彭士禄与妻子马淑英在莫斯科留学时期的合影
1986 年，彭士禄视察核潜艇研制工作，与其他几位总设计师合影。左

起：赵仁恺、彭士禄、黄旭华、黄纬禄

彭士禄在国内读书期间，从香港的教会
学校、延安大学中学部、延安自然科学院、大
连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从小学到大学
各阶段的学习都没能够连续，多为进修性
质，所以一直没拿过毕业证和学位证。直到
去苏联留学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毕业时
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不过当时
算是本科。1998 年 3 月 17 日，莫斯科国家教
育部门（相当于国内的教育部）给彭士禄发
来了一封证明信 ，证 明 彭士 禄 1951 年 至
1955 年在喀山化工机械学院以及 1955 年至
1956 年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的学习经历
被认定为工程硕士学位。

彭士禄在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撰写了毕
业论文，题目是《带悬臂操控叶轮的全自动卧
式过滤机离心机》，该毕业论文的成绩为“优
秀”，老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评语的中文内容
大致如下。

全自动离心机属于最完善的离心机范畴，
当今被广泛用于大量工业悬浮体的加工。

论文作者研究对象为叶轮直径为 1500 毫
米的自动离心机，具有这种尺寸叶轮的离心机
暂时尚未实现国产化，而且许多工业领域对该
类产品的需求却很大。

论文作者在注释中简要介绍了本国及国
外离心机制造的发展历史，列举出了全自动离
心机运用领域的实例，以及其使用优势；对离
心机和自动机的设备和作用原理进行了详细

描述。对离心机的技术和能量、以及其最核心
构成和细节强度进行了测算。

还对离心机的技术经济问题、研发条件和
安全技术进行了关注。

论文作者制订的图纸包括离心机的概观、
机器的主要构成及其细节；自动机示意图，以
及叶轮底部机械制造图。

注重对建立在现代知识基础上的强度的
细致和准确的测算。机器结构紧凑、外表美观。

作者提出了独特的叶轮悬浮设计，可以减
少机器的外形尺寸，但是这种结构引起了争
议———因为可导致叶轮悬臂的增大，进而对离
心机的动态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

总体上，论文写作的技术水平较高，测算
注释章法良好，图纸绘制优秀。

论文评价优秀。
实验室主任

1956 年 6月 6日

1951 年到 1956 年彭士禄先后在喀山化工
机械学院和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化工系学习。
六年间，彭士禄共修了 36 门课程，除 3 门课程
成绩为合格外，其他 33 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
求学期间，彭士禄还有 3 门实践课程的成绩也
是优秀。最后在毕业证书上，彭士禄的成绩总
评为优秀。综合彭士禄的课程成绩和毕业论文
成绩，彭士禄在毕业时以全优的学习成绩在莫
斯科化工机械学院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
师”的称号。

彭士禄当年的毕业论文评语
延伸阅读

度能说出某年某月应办哪几件关键事；对技术攻
关能亲自挂帅出征，出主意，给点子。

上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他主持了潜艇核动
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装备、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
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
建立的核动力装置主参数计算方法，在主参数的

选定、系统组成及关键设备的选型等方面有很强
的使用价值并可推广应用于压水堆核电站。80 年
代，彭士禄提出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
量三大控制，撰写了《关于广东核电站经济效益
的汇报提纲》，为大亚湾核电站的上马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