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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磊的核盾情缘
姻范宗喜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145

翻开这本文集，就像打开了一扇记忆的门
窗，徐志磊院士谦和的笑容，连同他一生对工程
技术不倦求索的执着精神，对核武器事业发展
方向不懈思考的战略眼光，对科研人才培养的
无私胸怀，以及他严谨治学不断创新的科研风
格，一一展现在眼前。能应邀为他八十华诞文集
作序，并借此表达我对徐志磊院士的敬佩之情，
是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徐志磊院士是我国核武器领域的机械工程
设计专家。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兴趣广泛，痴迷读
书，善于动脑，勤于动手。从大学时代学习机械制
造专业开始，他就梦想有自己的创造发明，期许
成为一名伟大的工程师，“应用物理世界的知识，
面对社会效益解决实际问题，最终设计并建立物
理的目的物、装置、结构、工艺和系统”。在第一机
械工业部上海机床厂工作期间，他担任我国首次
自行设计的 M7120A 平面磨床主任设计师，并对
东德齿轮磨床进行改进设计，提高了磨床的精
度，并获得“上海市先进生产者”称号。1963 年 8
月，风华正茂的徐志磊服从国防建设的需要，无
条件地调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九局（现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

刚到中物院，徐志磊就参与了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核装置的结构设计。他参加了多个型号
核装置结构设计，直接参加了核装置起爆序列
的设计，完成了武器化新的结构设计，这些首创
结构成功地用于核试验核装置结构设计中。

在后续的核武器研制中，他领导完成了新
型核装置和核战斗部总体及其他系统的研制、
定型环境试验、核装置原理性及鉴定性核试验、
核战斗部定型飞行冷试验，直至定型和交付。在
中物院，他领导创建了材料环境实验室，开展了
特种钢的应用研究，并成功用于核装置的核心
部件。他大力推进武器的先进制造技术及工艺
技 术 能 力 建 设 ， 促 使 专 业 所 自 主 开 发 了
CAD/CAPP/CAM 信息集成系统，并取得预期的
效益。他参与领导并建立了中物院可靠性管理体
系，规范了核战斗部系统的可靠性设计、试验及
评估，使核武器的质量管理进入一个系统管理的
新阶段。他热心参与策划，并与其他领导一起在
设计与研制过程中引入新的评估方法，对推动核
武器评估论证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进入耄耋之年
的徐志磊院士还在为核战斗部武器化、为提高核
武器的综合性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徐志磊忠于祖国，默默奉献，始终站在科研
第一线，将现代理念与工程实验紧密结合，与其
他专家一道带领科研人员研制出先进核武器。
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国家利益高于一
切的爱国情怀。为了工作，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里，他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把毕生精力投入到
对知识的探求和对工作的钻研中，无怨无悔地将
自己的聪明才智及整个人生融入祖国的核事业
中。作为杰出的机械工程设计专家，徐志磊院士
不但把自己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洞察与把握
应用到对核武器工程技术的研究中，指导开展
相关工作，他更是视培育核武器事业的新生力
量、形成科研创新团队为己任，与青年设计人员
谈理想、人生与治学，谆谆教诲年轻人博学与专
业并重，加强实践与思考，不断提高实际动手能
力。在他的引领下，一代科技人才已经成长为核
武器工程设计领域的行家，新的英才正在成长。

喜逢徐志磊院士八十华诞，我衷心祝福徐志
磊院士健康长寿，为祖国核事业多作贡献。我们
要把徐志磊院士理论联系实际及崇高的敬业精
神传承下去，推动我国核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作者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院长）

延伸阅读隗

《徐志磊院士八十华诞文集》序
姻胡思得

徐志磊（1930.8.2—）

徐志磊，杰出的机械工程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徐志磊一直
从事核试验用原子弹和氢弹的工程设计研究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在我国核装置新原理突破
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我国新一代核武器研制工程设计的主要领导之一，在武器化攻关阶
段，全面指导了新型核装置结构的设计与制造，倡导综合集成设计，不断提升产品整体集成工
程的研究水平，推行从产品研制全寿命周期实施质量管理，将核装置的研制带入一个质量系统
受控的新阶段，使核装置的研制达到一个新水平。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国家发明奖三等奖、四等奖 3 项，部
委级科技进步奖 10 多项。1996 年，他获首届中国工程科技奖。

上海机床厂之路

很多科学家都有出国深造、学成归国或攻读
学位、名师指导的经历，徐志磊则不同，他是从上
海机床厂走上科技研究之路的。1930 年秋，他出
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宁波人家庭。七岁那年遭遇日
本侵占上海，在鬼子兵野蛮欺辱中国人的环境中
度过小学和初中时代。进入上海中学高中读书时
他选择了工科，想做一名有实用技能的专门人
才。高中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主修
机械工程。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渴望迅速学
以致用，尽早为社会作些实际贡献。1952 年他走
出大学校门，进了上海机床厂。

进厂后他先在技术科协助工程师工作，不久
便开始自己的设计生涯，从零部件到机床。工作
的需要使他深感知识不足，就拼命学习。除了积
极参加工厂组织的各种技术培训外，他还到上海
交大去旁听相关课程，更多地是去图书馆、情报
所查阅机床方面的文献。为了仿制苏联磨床，他
自学俄语，向苏联专家请教；为了研究德国和瑞
士的先进机床技术，他自学德语，能够看懂德语
文献。那时的他如饥似渴，坐车时拿着书，吃饭时
看着书，上厕所也看书，以至于一次吃饭看书时
被沙子崩断一颗门牙。他还很注意向周围的工程
师学习，并深入车间虚心向工人师傅请教，学到
了许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经验。

由于他理论结合实践努力钻研，业务水平提
高很快，短短几年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机床设计

工程师。1957 年厂里任命他担任 M7120A 平面
磨床的主任设计师，这是我国首次自行设计平面
磨床。面对艰巨任务，他不分日夜地工作，从设计
方案到关键技术，在老工程师指导下，与同事们
一道研究攻关，并与工艺、装配等部门密切协同，
终于试制成功并获得批量生产。后来，国家将该
型号产品交由天津机床厂生产，产品不仅供应国
内，还到国外展览。他总结了自行设计和研制我
国第一台平面磨床的经验，撰写了《M7120 平面
磨床的设计》一文，发表在《机床与工具》1958 年
第六期上。

接着，他又担任了 Y7125 型齿轮磨床的主
任设计师。在此过程中，突破了分度精度、蜗轮蜗
杆、传动链、制造方法等一系列高精度关键技术，
仅用一年左右时间便试制成功，打破了我国不能
制造高精度精密机床的局面。此后他又担任主任
设计师负责对东德的齿轮磨床进行改进设计，跨
越性地提高了齿轮磨削的精度。后来这两个型号
的齿轮磨床成为上海机床厂的主要产品，在国内
拥有众多用户。

一系列的成果使他成了上海机床厂的技术骨
干，被任命为设计科齿轮磨床设计组副组长，并于
1963 年被授予“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可以说，徐志磊学术研究的起步与深造不是在
名牌大学，也不是在国外，而是在上海机床厂。善于
自学、勇于创新和严谨求实，使他迅速成为国内机
床领域的佼佼者。若干年后毛泽东主席倡导教育

“走上海机床厂之路”，在他身上早就实现了。他是

从上海机床厂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本土专家。

机床到核武之变

正当徐志磊站在我国齿轮磨床设计的制高
点，为发展精密磨床事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之
时，突然接到以中央组织部名义下达的调令，要
他到北京“二机部九局”接受新的工作。

这不啻一次巨变临头！他在机床设计领域正
如鱼得水，事业蒸蒸日上，怎能就此放弃？妻子无
工作，父母年迈，家里靠他支撑，怎能调离上海？
一双儿女年幼无知，抚养教育责无旁贷，他怎能
离家远去？

但此时的他已是一名共产党员，还获得“上
海市先进工作者”荣誉，岂能不服从上级调动？他
猜测“二机部”有可能调他去搞核反应堆设计。国
事大于家事，1963 年 8 月，他毅然告别上海，只
身到了北京。

徐志磊被调到北京九所设计部十七室工作。
他很快就明白自己来到了一个什么单位。北京九
所，核武器研究所，研制原子弹、氢弹，为国家保和
平。他立即产生一种历史赋予的使命感，决心为之
奋斗终身。他发现这里有许多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等，此
后，这些导师们的学术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他一生。

徐志磊的工作是从事核装置结构设计，属核
心机密岗位，在整个原子弹研制中举足轻重。这
为他以后的核盾之路提供了特殊的起点。当时理
论部已完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实验
部已完成多次验证理论设计的爆轰模型试验，然
而仅有理论设计和验证性试验是搞不出原子弹
的，核装置结构需要完善的工程设计，许多技术
细节需要妥善解决。徐志磊赶上了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设计研制的最后攻关阶段，他从一个机床设
计师很快变成了核装置设计师。

他受命作为先遣队成员奔赴大西北，到青海
221 基地参加第一颗原子弹大会战，担任核装置
外层结构设计组副组长。他利用自己十年积累的
机床设计经验，与大家一起研究外层组件的结构
设计方案，制订完整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要求，并
负责审查图纸和技术把关。他还提出了采用弹簧
压紧等巧妙构思，改进了原先的设计方案。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有他的贡献。

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核航弹与核导弹。他仍然
负责核装置的外层结构设计，不同之处在于：不仅
必须符合航弹或导弹总体布局的要求，而且必须适
应飞机空投与导弹飞行的各种环境条件的要求。他
与同事们一起改进了核装置的设计，又接连获得了
中国第一颗核航弹及第一颗核导弹的胜利。特别是
第一颗导弹核武器，从开始研制到飞行试验成功他
都全程亲历，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下一个目标氢弹研制中，他是核装置初级
组副组长，担子更重了。然而，氢弹尚未爆炸，“文
革”却爆发了，他和同事们在“文革”的冲击下仍然
坚持工作。当中国第一颗氢弹爆发出太阳般巨大耀
眼光亮时，功臣队伍中也刻下了他的名字。这时的
他已经是一名有实际贡献的核武器设计专家。

邓稼先得力助手

“文革”中一大批科研骨干遭迫害，徐志磊也
不例外，从停止工作、隔离审查，到河南上蔡农场
劳动改造，被折腾两年多。平反后，原单位已搬迁
到川北山沟，不少同事寒心告离，他却不改初衷。
1973 年提任核装置设计研究室主任，两年后又
升任总体部副总工程师，全面负责核装置的工程
设计及相关协调工作。他常有机会到院里汇报工
作，其丰富的设计经验和研判能力，很快得到著
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注意。

后来被誉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其时已从
理论部主任升任副院长，他的主要精力在核武器
理论发展和核试验方面，但对于工程设计与武器
定型也很看重。尤其在升任院长后，迫切需要一
名熟悉核武器工程设计的助手，帮他完成工程化
和武器化等重要任务，徐志磊首当其选。

当时正临我国几种型号核武器定型的关键
阶段，任务重而且困难重重。徐志磊亲自负责了
三个型号的工程设计任务，还统筹全部型号的工
程设计工作。他多次参与解决核武器定型中出现
的各种难题，提出有效解决措施，为核武器定型
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稼先是一个经常深入一线掌握情况的科
学家，在关键核部件加工、装配时，在技术攻关前
沿阵地，他一定亲临现场，无论是否有核辐射危
险，全然不放心上。每逢此时，徐志磊都会一直陪
同在他身边。在解决问题的现场，徐志磊常能提
出一些解决方案给邓稼先作决策时的参考。在邓
稼先主持的专业研讨会及重大决策会上，徐志磊
也常常与会，总能从工程技术角度提出富有建设
性的意见，为复杂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

新一代核武器原理试验在新疆某试验基地
进行了数次，每次核试验都在一个月以上，徐志
磊陪同邓稼先坚持在试验现场，他们一起讨论技
术，研究工作，处理问题，解决困难。邓稼先对徐
志磊将力学、设计、工艺与试验综合起来思考的
工作思路深表赞赏，视徐志磊为得力助手。作为
新型核装置数次核试验的主要参试者、工程技术
负责人，他取得了数次都成功的佳绩，为此获得
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84 年 4 月，徐志磊被任命为九院副总工
程师，更艰巨的任务是工程化突破及武器化突
破。邓稼先把这个重担交给了徐志磊。1986 年邓
稼先病逝前，谆谆嘱托徐志磊要协助他的继任者
胡仁宇院长完成新一代核盾武器化的重任，同
时，也向新院长建议为徐志磊提供能充分发挥其
作用的更高平台。徐志磊肩负重托，作为院副总
工程师实际担负着院总工程师的工作，不断在小
型化、轻量化、高性能方面跨上新台阶。

在邓稼先病逝前后开展的中子弹研制工程
中，徐志磊作为工程方面的技术负责人之一，再
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跨多学科大工程

1989 年，徐志磊升任院总工程师，全面主持
核盾武器化工程。他面对的是跨多学科大工程。
准确地说，是核武器牵引下的跨多学科大工程。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个跨学科跨得很厉害。

作为总设计师级的核武器工程设计专家，他积
极推进核装置时序关联性设计方法，对从起爆点开
始到核武器当量释放出来的每一环节都要求有深
层次的了解，以保证工程设计满足整个序列过程。
这个序列过程极其复杂，牵涉许多学科领域。这促
使他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上下了很大功夫，因为没
有足够的科学基础很难胜任这个角色。

他很关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先后编写了
《战略核武器的差距与任务》《核武器的武器化关
键技术》《21 世纪核武器先进制造技术展望》等
重要文献，及时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应用于核武
器研究，并把自主创新的理论和实验成果转化到
一系列核武器型号上。针对每一型号，他还要创
造性地将物理要求、爆轰要求、环境适应性及各
种战标要求转化为工程技术指标，根据已积累的
研制工程经验和已掌握的技术贮备及可预见的
技术发展，科学地选择技术方案，从全院众多学
科中将工程关键技术进行分解、归纳，提出预研
课题，促使研究工作系列化、配套化。他主持多项

关键技术的攻关，并取得突破，为核武器小型化、
武器化等综合性能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针对综合多学科工程化的核试验，他还专门建
立了核试验质量管理方法，为实现核试验“一次成
功，次次成功”作出重要贡献。在新一代核装置武器
化进程中，他作为主要负责人，又获得了连续多次
核试验的圆满成功，实现了邓稼先院长未竟之志。

他说：“综观核武器工程化研制过程，除了理
论设计、物理试验，还有一块被称为工程通用技
术。它包括：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管理、技术信
息、先进设计技术、设计与过程的集成、协同设计
技术、多学科的融合、系统工程管理和实践等方
面的工作。”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有较深的涉及。
实际上，在核武器跨学科大工程方面他的建树还
不止这些，在领导完善核武器可靠性研究和管理
体系方面，在推进武器的先进制造技术及工艺技
术能力建设方面，在核武器贮存性能研究方面等
等，他也作出了很大贡献。1996 年他获得首届中
国工程科技奖。

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后，他在核武
器定型中努力发挥弹头飞行试验和地面环境试
验的组织领导作用，并大力加强实验室模拟和数
字仿真技术的应用，使我国核武器持续发展进入
新阶段。

2001 年 11 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中物院入选两院的院士群中，大多为核物理学
家、理论物理学家、金属物理学家、应用物理学家
及数学家、电子学专家、爆炸力学专家、核材料学
专家、含能材料学专家等，徐志磊是唯一的一名
机械设计与运载工程专家。

核盾人生情未了

从 1963 年离家北上，投身核武，徐志磊过了
近半个世纪的单身生活，他和妻子儿女两地分
居，心理上、感情上都经受着长期的考验。那时不
能通电话，书信也受限，人们都感叹他是怎么坚
持过来的。

每次探亲，与家人短处后，返回单位途中，总
有一首词萦回在徐志磊心中，那就是宋代词人秦
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
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成了他记忆最深的一首词了。为了报国，
他长年在外，对不住妻子儿女，只有用词的末尾
两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安慰家
人，也安慰自己。

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的朝朝暮暮
没有陪伴妻子儿女和父母，而是付给了青海草
原、雪域高原、大漠戈壁、川北山沟，付给了数以
千计的设计图纸，数以百计的笔记本和保密本，
数以十计的国家核试验，付给了无可计数的攻坚
克难了。实际上，他把朝朝暮暮，半个世纪的朝朝
暮暮，都贡献给国家的核盾事业了。他比一般人
用于工作的时间多得多。这就是他的核盾情缘。
为国家保和平，他不改初心，纵然愧疚于妻儿老
小，也无悔此生。

当选院士后，他依然心系核盾，积极培养新
生力量，并在全国范围内弘扬“两弹一星”精神，
发展跨多学科大工程的学术思想。直到耄耋之
年，仍在不遗余力地燃烧着自己的光和热，倡导
多学科的中国创新设计。

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
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
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
碌碌无为而羞愧。”他用磊落的一生践行了自己的
座右铭。 （作者单位：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荨1994 年 11 月 2 日，参加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发展方向研讨
会，并作报告。

▲上海机床厂工作照

▲1982 年徐志磊与邓稼先
在嘉峪关合影。

荨20 世纪 80 年代，在试验
现场向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
光亚（前排右一）汇报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