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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渭风小学毕业照
（前排左一为邱大洪，摄于
1941年）。

②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港珠澳大桥海
底沉管试验。

③我国自行设计建
造的第一个开敞式现代
化油港———大连新港。

④邱大洪院士在为
大连理工大学 2010 级入
学新生作报告。

在科学研究与
工程实践中勇于创新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大洪教授
姻王晶华 姜文洲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164

良好的教育：从渭风、南模到清华

邱大洪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湖州南浔。晚
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湖州水乡古镇南浔出现
了因丝绸业发家的富裕阶层，在当地被誉为“四
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牛”有邢、周、邱、陈、金、
张、梅、蒋八家，邱家便是“八牛”之一。富裕的家
境使邱大洪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5 岁时就
和姐姐一起上了上海私立渭风小学读书，小学三
年级开始学习英文。父亲还请了一位先生教他学
习书法。

当然，父亲的教诲远不止这些。小学时，有一
天父亲特意把邱大洪叫来，说：“大洪，你已经是
读书人了。人嘛，方趾圆颅，有口有眼，大家都一
样。而或灵或拙，区别就在于能否坚持学习。民惟
邦本，本固邦宁。你要好好学习，做一个对国家有
用的人。”年幼的邱大洪虽然没有完全理解，但他
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
人”就成了邱大洪读书做人的奋斗目标。

“八一三”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
日伪当局规定：中国老百姓从日本哨兵面前走
过，都必须向“皇军”行鞠躬礼。对此，邱大洪很是
气愤，他每天上学放学宁肯绕远路，也不肯在日
本侵略者面前弯腰。

在上海私立渭风小学的学习是丰富而快乐
的。他特别喜欢语文、英语和算术等课程，所学功
课成绩始终在班级名列前茅。1941 年 7 月，姐姐
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西女中，邱大洪则考入了
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邱大洪在渭风小学的同
班同学周干峙 1952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1991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94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此是后话。

邱大洪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度过了 6 年时
光。“勤、俭、敬、信”是南模的校训，南模的教育历
来以教学严谨著称，同时注重爱国主义教育，要
求学生要做一个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对社会
和国家有贡献的人。在南模的教育下，在中共地
下党员的表哥的影响下，邱大洪憎恨国民党反动
政府，积极参加义卖等反蒋爱国学生运动。

邱大洪在南模学到了许多基础科学知识，奠
定了他扎实的学业基础，同时也形成了正确的思
想道德观念，养成了良好的修养和气质。回顾在
南模的学习经历，邱大洪认为：在人的一生中，中
学是人生的关键阶段，从某种意义来说，比大学
还重要。中学是人生旅程的开始，对每个人的成
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南模中学的六年，使他终身
难忘。

1947 年，邱大洪中学毕业后，报考了 7 所大
学，全部被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土木工
程系。大学课程包罗万象，房屋建筑、水利工程、
市政工程、道路与铁路工程等课程他们都学，到
最后一年才分出几门专业课。在这所著名学府，
邱大洪的学业大有长进。他记的笔记全用英文，
写得工工整整；他从参考书和习题集（基本是英
文原版）上找来各种题目练习，从头做到底，以增
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提高自学能力。四年里，他
的各科成绩在班级总是名列前茅。清华大学非常
重视社会实践，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提高。读书
期间，邱大洪曾分别到沈阳驼峰调车场、郑州铁
路局进行了两次野外实地测量，这为邱大洪日后
的工程实践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大学期间，邱大洪还多次参加社会活动，明
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大学毕业前，他有幸聆听了
朱德总司令和冯文彬、安子文等同志为北京市
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深受鼓舞，决定放弃
留校任教的机会，要求到工业建设第一线去，

到东北去。在组织安排下，他来到了建国前夕
我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大连
大学（当时已更名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
大学）任教。从此，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高等教育事
业和科技事业。

幸遇恩师：钱令希悉心指导年轻人

初建的大连工学院，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全国解放前后，虽从香港、上海等地招聘了一批
知名专家教授，但师资依然短缺。头几年，邱大洪
一面虚心向老教师学习，一面承担了繁重的教学
任务。他几乎同时为 4 位教授、副教授助课，包括
工程制图、测量学、土力学、结构力学等课程。他
博采众长，不断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1952 年，
学院决定“靠海吃海”，创办港口工程专业，这是
新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工程专业，也是新中国建国
前从未有过的专业。由港口工程教研室主任钱令
希教授主讲“港口工程”，邱大洪担任助教。

1955 年，邱大洪开始与侯穆堂副教授一起
主讲港口工程课程。1956 年，邱大洪担任了港口
工程教研室副主任。1958 年，他和侯穆堂副教授
合作编著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港口工程专业高校
通用教材———《港口及港工建筑物》，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出版，在高教界引起了良好反响，工程设
计界也把它当作主要参考书。邱大洪还结合教学
工作主编了本科生全国通用教材《工程水文学》
和研究生教材《波浪理论及其在工程上的应用》。

对邱大洪事业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钱令希教
授。邱大洪担任钱令希的助教，协助他开设交通
部港工培训班，并结合我国港口建设的实际，指
导学生做毕业设计。钱令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好
学、悟性极强的年轻人。

初到大连工学院，邱大洪对于什么是科学研
究和怎样做科学研究还没有深刻的认识。1954
年，学校拥有港工、水工、水力学（包括水力机械）
和水能利用 4 个实验厅的水利馆落成。港工实验
厅不仅有港工模型实验水池，还有波浪水槽、船
闸模型实验水槽，以及引进的九线电磁示波仪等
现代化测试系统，是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海
洋动力学实验基地。1955 年，钱学森来校参观，
高兴地说：“想不到国内已建立了这样具有现代
化水平的实验室。”当时，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所
使用的量测设备都比较落后。为此，大连工学院
开办了一个电测培训班，培训各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实验工作人员。在钱令希领导下，邱大洪参与
了水库动水压力的电模拟试验，认识到水库动水
压力的数学方程和电流在电场内流动的数学方
程是同样的拉普拉斯方程，因此，用电模拟方法
测定模型水库边界上的电压就可以得到真实水
库坝面上的动水压力。这使他对数理方程在工程
方面的应用有了更深的认识，为他走上科研之路
指明了方向。

邱大洪刻苦钻研，很快写出了一篇关于高桩
台计算的论文。计算高桩台可以采用好多方法，
邱大洪利用钱令希提出的利用弹性的连续梁来
计算。钱令希看罢论文，表扬邱大洪想法好，有创
新，并动手帮助邱大洪认真修改，最终定稿。论文
实事求是，每个计算都做得很准确，语言平实，措
词严格。邱大洪学到了撰写论文的方法。

1957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
学部和技术科学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力学学
术报告会，并通过了中国力学学会章程，选举了
35 位著名力学家为理事，钱学森为第一任理事
长，中国力学学会正式成立。就是在这次会上，邱
大洪宣读了《柔性高桩台的计算》论文，在力学界

引起关注。
有一次，邱大洪看到一篇文献，述及在地中

海的一次风暴中，热那亚港的防波堤被大浪冲
毁，数百上千吨的混凝土方块被冲下海。文章中
详细阐述了风浪的强度和破坏的状态。邱大洪
想，能不能在实验室的风浪水糟中复演出这种状
态？钱令希非常支持他的想法。于是，邱大洪就按
文章介绍，在实验室中进行了多次试验。最终证
明，当风浪水槽中产生的波浪达到文献所述水平
时，防波堤就会被冲垮，毁坏的状态和文献介绍
十分一致。通过这个试验，使他在感性上对海浪
的能量有了更切实的了解，这对他确定今后的研
究方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对科学研究要密切
结合工程实践有了较深的体会。

以上这些，看似细枝末节，却是邱大洪走向
科学研究道路的开端。名师的指导、实践的勇气
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正是邱大洪学术成长的宝贵
财富。邱大洪对钱令希十分尊敬和爱戴，每年春
节都去拜年。钱老八十寿辰时，邱大洪还特意送
去一个大花篮。

如今，邱大洪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生、
博士生和博士后科研人员，他们也成长为高校和
研究院所的重要科研力量和行业领域领导和业
务骨干。

科学研究创新：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此后，邱大洪在波浪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等主
要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有创造性的工作。他坚
持教学、生产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在理论
研究中既重视学科发展的前沿课题，又重视理论
的工程应用和实践方法。他发展了浅水区非线性
椭圆余弦波的工程应用理论，系统研究了波浪在
海床中的渗流与海工结构的相互作用，部分成果
被列入交通部修订的设计规范。在不规则海浪统
计特性研究中，他将对海浪波面极值的统计分析
理论应用到对建筑物波浪力过程线极大值的统
计分析中，对单柱、柱群、单墩、墩群等海工建筑
物波浪力进行了理论研究，得到了工程上简易可
行的计算波浪力极大值的方法。在开展关于波浪
引起海床内的渗流与海工建筑物相互作用课题
的研究中，他系统地对墩柱、平台、直墙、海底埋
设管线等一系列海工结构上的波浪渗流力及其
周围的波浪渗流场进行了理论和实验研究，得到
了解析解和数值解。他主持完成“波浪渗流理论
的工程应用”研究项目，获得 1996 年国家教委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邱大洪认为：要使科学研究达到高水平，除
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外，创新是关键。同
时，现代化的试验研究是检验创新思想的非常重
要的手段，而试验研究现代化又必须具有先进的
试验设备和手段。

1978 年，在开始对不规则波进行研究时，这
一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没有相应的试验设备，
也没有引进国外设备的条件。邱大洪决定自力更
生，提出了改造原有的规则波造波机为调频式不
规则波造波机的技术方案，在实验室进行了改
装。1986 年，他接受国家计委的工作任务，在以
前工作的基础上主持筹建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从组织实验室规划设计、编写实验
室建设计划任务书，到引进国外设备谈判，进行
国内配套设备研制，以及基建工程和设备安装、
调试、验收，再到制定实验室研究方向，建立各项
规章制度，等等，邱大洪主持参与了全部工作。
1990 年实验室通过国家验收对外开放以来，针
对我国港口与近海工程的大规模发展、海洋环境
污染治理和深海能源开发等国家重大需求，围绕
海岸、近海和深海工程中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和
关键技术，以海岸和海洋动力环境及作用、海岸
和海洋岩土工程、海岸和海洋工程结构、海岸和
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海岸和海洋工程实验模拟技
术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大量重大科研任务，
取得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并广
泛应用于工程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
益。实验室总体定位准确，研究方向充分体现了
国际前沿和我国区域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重
要影响。实验室设备先进，尤其在自主研制的重
要试验设备方面体现出很强的综合实力，是我
国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的重要研究基地。海岸
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1994 年、1997 年、
2003 年、2008 年、2013 年五次通过科技部组织
的评估。

2017 年 6 月 20 日，以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
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澳大利亚西澳大学海
洋基础研究中心为核心成员，以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澳大利亚伍德赛德石油公司为协作成员组
建的海洋油气工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接受了
教育部科技司组织的现场考察，专家组一致同意
海洋油气工程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通过立项论
证。海岸和近海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即将
拉开新的篇章。

工程实践创新：设计大连渔港、大连新港

邱 大 洪 常 说 ，“All knowledge comes from
practice.”（“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他认为：从
事科学研究和工程教育，到工程实践中汲取营养

和成长锻炼至关重要。1958 年，大连市为发展海
洋渔业资源，要修建一座当时亚洲最大的渔港。
大连工学院承担了大连渔港工程的全部设计任
务，邱大洪作为技术总负责人。这一年，他只有
28 岁。

这座渔港规模很大，而且是完全敞海，在我
国渔港建设方面史无前例。担此重任，邱大洪如
履薄冰，十分慎重。他首先和市水产公司、本校教
师一起到烟台港、青岛港实地考察，学习建设经
验；又跑遍市郊海区，选择港址；还主持了扩初设
计和施工图设计（陆域上的工艺和厂房由其他单
位设计），并开展了港口整体模型等试验。在施工
中，他经常深入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终于，这座拥
有 4 个现代化的卸鱼浮码头、年卸鱼量 12 万吨，
海域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可以同时停泊 300 艘渔
轮，防波堤总长 1327 米，配有上冰上箱码头、修
船码头等设施的大连渔港于 1966 年胜利建成。
经验收，质量优良，完全达到国家标准。渔港建成
后，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志
贺义雄前来参观时感叹地说：“不仅日本还没有这
样现代化的渔港，甚至整个亚洲都还没有。”1987
年，邱大洪再次担任总工程师，主持了大连渔港的
扩建工作，使这座港口拥有了接纳万吨级远洋捕
捞船的能力。扩建工程于 1989 年竣工投产。

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的指示精神，1973 年，交通部决定在大连建设我
国第一个现代化原油输出港———大连新港。大连
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数理力学系、机械工程系、电
子工程系等与大连市其他有关单位共同协作，主
持设计并建设实施这一多学科协同作战的国家
重点工程。此前，曾与外商谈判，准备引进海底管
线和单点系泊工程方案，后因对方谈判条件苛刻
而中断，改为栈桥式码头工程方案。教师们贯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憋着为国争光的
一口气，承担了全部主体工程的设计和研究任
务。邱大洪主持了码头工程设计工作，并担任施
工现场设计单位代表。他带领学生，从油港的勘
测、规划、设计、研究、施工到竣工投产，付出了极
大的辛劳。在分析当时技术条件和现场实际情况
的基础上，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细致地进行了波
浪、水流等资料的勘测分析，做了 16 项模型试验
和原型观测分析研究，采用了开敞式码头的方
案。钱令希等设计的百米大跨抛物线空腹桁架全
焊接栈桥，材料省、施工快，外形美观，节省投资
2500 多万元。六层楼高的 19 个巨型桥墩采用的
预制和浮运设计施工方法，在我国建港史上均属
首创。这些成果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和“70
年代优秀设计金奖”。我国一位远洋油轮的老船
员第一次来到大连新港，顿时热泪盈眶，说：“这
个港为我们争了气，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
智慧与能力是不可低估的！”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海上采油事业蓬勃兴
起，邱大洪认识到海洋环境条件的复杂多变，开

始了在海洋环境荷载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领域
从海岸工程拓展到近海工程。1983 年，为开发我
国南海北部湾石油资源作前期预研，探索在我国
建造钢筋混凝土平台的可能性，主持原国家教委
组织的五校联合设计组的工作，承担了该项目

“六五”科技攻关任务“混凝土多用采油平台的可
行性研究”。在各高校和工程单位 100 多名同行
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研究任务，1986 年获国
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邱大洪通过参加上述一系列工程实践，既检
验了理论知识，又丰富了工程经验，为他从事国
内多项重大工程的咨询和顾问工作打下了基础。
他受交通部和建设单位委托，结合连云港集装箱
码头工程和深圳赤湾 9# 深水泊位集装箱、散粮
码头工程，对采用预应力大管桩的新结构进行理
论分析计算、模型试验及工程设计研究，在连云
港工程中提出了双排管桩新结构方案，并在计算
理论、构造设计、施工方案等方面解决了一系列
关键技术，经国家教委科技司组织国内学校和工
程部门专家鉴定，认为该结构为国内首创。这一
设计被业界同行称为“邱式板凳”。

2000 年，在上海市“建设‘三港’服务全国”
研讨会上，邱大洪作了《尽早尽快建设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集装箱深水枢纽港———洋山港区》的发
言，认为根据当前设计施工能力和水平，到 2005
年，用 4耀5 年的时间建成洋山港区一期工程是完
全可以做到的。而后，在洋山深水港区的建设过
程中，他多次参加工程问题研讨会。在四期工程
建设时，由于前三期工程建设后，港区的地形地
貌和潮流态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原设计方案要把
最西侧的一个汊道口堵死，工程单位提出保留，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邱大洪经过深入思考潮流和
泥沙运动规律，提出坚决保留汊道口。事实证明，
这一方案是成功的。

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曾说过：“在观察事
物之际，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2010 年 9 月 8
日，在大连理工大学刘长春体育馆，邱大洪院士
应邀为入学新生作报告———《谈谈人生、生活、机
遇》，他告诫青年学生要“勤恳实践、锐意创新”。
他说：“一个人的成长靠的是志坚、机遇和勤奋。
什么是机遇？机遇就是遇到的机会。机会在哪里？
就在你身边，就在你生活的环境里。机遇是可遇
而不可求的。你在学校努力学习，在工作岗位
上好好工作，若干年后，再回过头去，才知道当
时抓住了机遇。如果你不好好干，白白放过身
边的机会，却去求那些不在你身边的机会，那
就永远抓不到机遇。”邱大洪真正做到了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他是机遇的宠儿，是专业
理想的坚守者，更是勤奋的智者、科学研究和工
程实践的创新者。

（王晶华系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部党委
副书记兼副部长、纪委书记；姜文洲系中国科学
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五级职员）

邱大洪
邱大洪（1930～），浙江湖州人，港口、海岸和近海工程专家，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 年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任教于大连工学院
（现为大连理工大学）。现为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大连理工大学海岸和近海工
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顾问。主要从事波浪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研究，在浅水区非
线性椭圆余弦波工程应用理论和试验论证、不规则海浪和椭余波对常见海工结构作用力
实用计算法、波浪在海床中的渗流与海工结构的相互作用等方面取得显著研究成果，为
海岸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开展了近海海域潮、波、波流共同
作用下的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研究。主编、合编著作 4 部，发表学术论
文 130 余篇。获得国家金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等 10 余项奖励，被授
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先进工作者、全
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