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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此身报国念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
民地。1932 年 3 月 9 日，末代皇帝溥仪在长春
成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东北三省由此陷
入长达 13 年之久的伪满统治时期。

1934 年 9 月 23 日，武胜出生于黑龙江阿
城县一户闯关东的贫民家庭。日本帝国主义一
系列凶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与迫
害，使得民不聊生，混乱的社会现状、艰难的生
活处境给武胜的童年留下了难以抹灭的记忆，
在“不知自己是中国人”的日伪奴化教育中度
过了屈辱的少年时代。

1945 年日本投降后，东北三省解放战役随
即打响。1948 年，东北三省各地陆续解放。9
月，武胜考入松江省立行知师范学校。1950 年，
国家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这让
曾经吃不饱穿不暖的武胜不再为生计而发愁，
可以安心读书。他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1950 年，他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并积极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中。

1952 年 6 月，复员回校的武胜进入阿城第
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始高中阶段的学习。因成
绩优异、各方面能力突出，武胜于 1953 年 8 月
光荣入党，成为阿城一中十分鲜见的学生党
员，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模范优秀学生干部。
高中毕业时更获得“学生中的一面旗帜”的赞
誉。1953 年作为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当选阿城
县第一届人大代表。

1954 年 9 月，武胜以优异的成绩保送留苏
预备部，开始了为期一年的俄语学习。俄语学习
难度很大，但武胜和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常常
学到很晚。当时，留苏预备部的学习、生活条件相
对优越，学生们的生活标准在当时已经够得上中
级干部“小灶”的待遇，在衣服、鞋帽等出国装备
的配置上也极其周全。武胜后来常感慨说：“我就
没想过能上大学，更没想过能到国外上大学。”

“祖国和人民的关爱之情，让我感到自己肩上沉
甸甸的责任。”新旧时代的巨大反差让他从此奠
定了“感恩此身长报国”的坚定信念。

1955 年 9 月，武胜踏上前往苏联的求学之
旅，来到了位于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第聂泊尔彼
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虽然经过留苏预备部一
年的俄语培训，但与真正的实际应用仍存在较
大的差距。为过语言关，除了吃饭睡觉，武胜投
入全部的时间用于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学到深
夜 12 点。他说，“国家送我出来学习不容易，拼
了命也要学好”。

因国内对有色金属专业人才的需要，1956
年 9 月，武胜转入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
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在 4 年的时间
里，武胜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有色金属专业基础
课、理论课、工艺课等知识。学校开设的大量实
验课程不仅深化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
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由此掌握的扎实
的基础知识、形成的深厚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
动手能力在武胜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了极其重
要的作用。苏联大学里自由、民主、活跃的学术

风气对他形成民主科学、兼容并蓄、集思广益
的学术思想，以及严谨求实、善于探索、大胆创
新的科学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0 年 6 月，顺利完成 4 年学业的武胜在
同学中率先申请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毕业答
辩，当场获得冶金工程师称号。随后他立即向
大使馆提出回国申请，为的是早日回到他日思
夜想的祖国。

两弹攻关不畏难

上世纪 50 年代初，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面临严峻的形势，帝国主义除了在经济技
术上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外，还在军事上严重
威胁着新中国的安全。这让中国人民认识到：要
反对核战争，粉碎核讹诈，保卫祖国安全，就一定
要有强大的国防，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中国向来是一个与人友善的国家，但“若

外敌欲侵，虽远必诛”！
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的———是消灭

核武器！
1960 年 10 月，回到祖国的武胜来到二机

部北京第九研究所报到。这是一个应核武器发
展需要而成立的保密单位。在严格的保密教育
中，武胜明白了自己承担的神圣使命———第一
颗原子弹核部件热处理的研制攻关任务。原子
弹核部件的研制生产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
域的复杂任务，而热处理又是其中最关键、最
重要的工艺技术。

对于武胜和同事们来说，谁都没见过铀，
既不知它的物理化学性能，更没有现成的热处
理工艺，要进行工艺攻关，难度极大！

“怎么办呢？第一条：反正是不能等，必须
搞出来。苏联专家不给我们指导，我们憋着一
股气，能不能搞出来先不说，就是下决心要搞
出来。第二条：土法上马。没有现成的东西，大
家自己研究想办法。”

自力更生！发“愤”学习！
“什么不懂学什么，什么需要学什么”的学

习法则，让武胜后来集众学而融会贯通，遇难
题亦能逐一破解。

他首先从门捷列夫周期表有关锕系元素
的物理、化学性能相关知识学起，从铸造知识
学习，从如何建立真空系统、如何测量真空学
起。整个第九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学习氛围都很
浓厚。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人每月
的口粮都是限量供给，饥饿像梦魇一样时刻困
扰着大家，绝大多数人都出现了浮肿，但大家
仍以超常的毅力坚持学习和工作。领导心疼，
下达了“宵禁”，要他们保存体力。但武胜和同
事们常常“不自觉”地学习到深夜 11 点。

1963 年 3 月，北京第九研究所原子弹理论
设计宣告完成。1964 年 1 月，高浓缩铀成功获
得；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机部九局决定
进行“草原大会战”。3 月，武胜转战青海 221，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科研人员与技术工人
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两弹研制攻关。

青海高原海拔 3200 多米，自然条件恶劣，
紫外线强，高寒缺氧。年平均气温零下 0.4 摄氏
度，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无霜期短，春、
秋两季时有大风沙和沙尘暴。空气干燥，气压
低，水烧到 80 摄氏度就沸腾。馒头蒸出来发
黏，米饭都是夹生的。

生活上的困难并没有影响大家奋战的激
情。在无文献资料可参考的情况下，武胜作为
102 车间第二工艺组副组长，在车间副主任宋
家树的带领下，攻克了核心部件精密铸造成
型中的多项技术难关。张爱萍和其他许多领
导同志都观看过这个部件的铸造过程，对他
们自力更生的攻关精神给予赞扬。他们创造
性地在阳模上用螺旋管浇道技术及静水急冷
法，探索了铸件的收缩规律，通过模具优化设
计控制铸件尺寸。武胜和同事们日夜奋战，进
行了几百次试验，实现了精密铸造成型，为原
子弹原理试验提供了满足设计要求的部件。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按照中央的
决策部署，1964 年 10 月，武胜转入了热核部件
成型技术攻关工作。在技术负责人宋家树的领
导下，武胜作为技术组组长承担了氢弹中非常
关键的氢（氘）化锂部件成型技术攻关任务。这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开创性研究课题。

当时，美、苏两大国对于氢弹热核功能部
件的工艺技术是绝对保密的，没有一点可供揣
摩和推敲的信息。

武胜带领攻关团队进行了充分讨论，经过
大家集思广益，决定用最短的时间进行多路工
艺探索。根据试验结果，最终按照部件的设计
要求选用了相应的工艺路线。热核部件研制用
的都是硬脆的晶体粉末材料，该材料具有导热
系数小、热膨胀系数大、化学性质活泼和极易
吸水变质的特性，成型性非常差，需要有多专
业科技人员协同攻关。通过不懈努力，建立了
部件成型工艺状态控制和安全实验系统，设计
和调整了部件成型工艺装置结构，系统地研究
了工艺参数对制品显微组织、缺陷和相关性能
的影响，最终为中国首次氢弹原型试验提供了
满足设计要求的部件。

驭核为武创新篇

核材料被喻为材料界中的“魔鬼”与“天使”。
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材料的毒害性、放射性令许多
人谈虎色变、望而却步，但其复杂、多变的特性又
让它的研究极具魅力与挑战。对物理学家而言，
它是一座开采不尽的富矿；但对工程师来说，它
又似一座难以驾驭的冰山。它是武器库存中最令
人操心的问题，尚有诸多未解决的世界级难题，
被称为物理学家的梦想、工程师的梦魇。

而“驭核为武”就是武胜专注一生的工作。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根据国家战略部署，

我国开始了新一代装备的研制。与两弹攻关在
“一穷二白”中起步一样，新一代装备的研制也
是“平地起高楼”，二者的艰苦卓绝程度不可比
拟。作为承担核部件研制生产的某厂总工程
师，武胜要面对的首项挑战即是高性能铀合金
部件的研制。

新一代合金部件的研制要求获得一种高
强度、高塑性的结构材料，但在这个攻关中必
须要解决熔炼、成型、加工、性能检测等一系列
难题。作为总工程师，武胜根据研制要求，制定
了实验方案，组成了以多名技术骨干为核心的
攻关团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研制攻关。

一位曾参与研制攻关的科研人员回忆道：
“作为总工程师，武院士真是身体力行，经常到
第一线。当时我主要从事合金分析这一块，研
究条件差，大热天，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没有空
调。他完全可以坐在办公室听我们汇报就是
了，但是不止一次，他亲自到我们实验现场来，
也不要什么人陪，来了就和我们一块讨论、分
析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的讨论、指导对我们认
识这个材料有非常大的作用。”

研制团队通过优选原料，改进熔炼坩埚和
铸造模具表面涂层质量，创新制备方法，并经
过不同工艺的多次试验，最终使合金部件具备
了优良的力学性能和抗腐蚀性，某些性能指标
达到国际水平，并得到成功应用。

当时，不仅要研制新部件，还得想方设法
保护好“老部件”。这些同样是开创性的工作。

针对热核部件易潮解、金属铀部件易氧化、
易腐蚀的特点，武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组织开

展了大量研究———在热核部件防潮解保护涂层
研究中，通过选择多种材料进行试验和考核，最
终研制出合适的薄膜材料，显著地延长了热核部
件的使用寿命，并在工程中得到了应用；通过开
展铀及其合金表面电镀工艺研究、真空磁控溅射
离子镀膜和多弧离子镀膜工艺研究及相关工艺
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为工程应用选择
提供了依据；通过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合作，组
织引进了多功能金属离子注入机和全方位离子
注入装置等新技术，指导研究生开展了金属铀表
面离子注入铌等多项研究工作，显著提高了核材
料表面的耐腐蚀能力。

由于具有放射性、强化学活性，核材料在
制备、加工、装配、使用及贮存的过程中都会有
不同于一般材料的相容性问题。对此，武胜密
切关注国外核材料研究动向，充分发挥科研团
队的智慧，以创新的思路制定研究规划，并开
展了持久深入的实验研究工作，取得的系列成
果为核材料加工、使用环境条件的控制和延长
贮存寿命提供了科学依据。

此外，在氢（氘、氚）工艺研究系统的重要
结构材料研究中，在核材料组合件无损诊断等
研究工作中，武胜带领团队取得的多项重大创
新成果都为工程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倾心育人薪火传

上世纪 80 年代，核材料研究队伍一度面
临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困境。在武胜及老一
辈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成功组建并逐步发
展壮大了核材料（1998 年改为核燃料循环与材
料）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他还亲自担
任硕士和博士导师，为特种材料研究领域培养
了一批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为推动核材料及其部件研制的基础研究
与应用基础研究的开展，吸引并培养研究所需的
高端人才，1994 年，武胜开始组织策划国防科技
重点实验室。经过数年的努力，实验室最终于
2003 年获得国家批准建立。该实验室是我国在金
属材料学科领域建立的第一个专门针对特种材
料相容性研究的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

担任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后，在武
胜的主持下，实验室明确了以锕系材料与环境
相容性研究、表面改性研究以及数值模拟应用
研究等重点攻关方向。通过十余载卓有成效的
工作，实验室不仅与国内一流科研院所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各研究方向取得了诸多
重大进展和科研成果，部分成果甚至达到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水平，为国防装备的研制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武胜对年轻科研人员尤其是自己的学生
要求甚严，强调最多的就是“学习”。他说做学
问的态度首先是严谨，其次是眼光要放长远；
他说不要盲目崇洋、崇拜国外专家，年轻人应
该有自己的思考和创新；他说要密切关注材料
学科前沿动态，结合实际大胆创新，中国人有
智慧、有能力，也有信心把自己的事情干好。

尼采说过，“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
对生命的辜负”。

对于武胜来说，每一个不曾思考的日子，
都是对科研的辜负。

科研是他一生的挚爱。即使已 84 岁的高
龄，他对于科研的思索仍孜孜不倦。

一位学生说：“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
在琢磨科学工程的问题。我每次去看望他，即
使在他生病的时候，他都会谈到科学技术问
题，哪些问题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哪些新技术
新知识需要学习。他非常关心我们事业的发
展，一直都在琢磨着如何把我们的事业做得更
好、更强大。”

不论是他的学生还是与他共事过的年轻
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发表论文或者报奖
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不让挂名，要不就把自
己的名字排在最后。他总是把成绩让给年轻
人。但是论功劳，他一定是最大的……

然而，在谈到自己的贡献时，武胜总是说：
“九院老一辈科学家隐姓埋名几十年，为我国
核武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与他们相比，我
还差得很远。”

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
攻关、求实创新、勇攀高峰”的高尚精神，“淡泊
名利、宁静致远”的崇高品格，正通过他无言的
身教潜移默化给年轻人。

以核为本优势拓展 军民融合行以致远
■帅茂兵

武
胜
：
驭
核
为
武
止
戈
为
胜

■
赵
小
宜

延伸阅读

作为我国一名核材料与工艺专家，武胜院士
不仅关注国防装备建设中的重大核科技问题的
解决，更关注军民融合对核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的
重要作用。在他早期担任所在单位技术负责人时
就明确提出要以核为本、优势拓展，充分发挥优
势学科和特色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作为他的学生以及共事 30 余载的同事，
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

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军转民”、90 年代的
“寓军于民”，再到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明确提出“军民融合国家发展战略”的
这数十年间，武胜院士一直都是“军民融合、协
调发展”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与推动者，他既善
于将民用先进技术应用于解决国防装备建设
中的科技难题，也善于把在国防科技领域数十
年积累起来的优势、特色核技术拓展应用于国
民经济建设的诸多领域。

工业 CT 是国防装备必不可少的先进无

损检测手段，长期以来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
能够研制，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被西方
封锁和禁运。“卡脖子”激发的是“绝地重生”。
经过艰苦努力，武胜带领科研团队于 2004 年
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9MeV 加速
器工业 CT 系统，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同类
产品先进水平。沿着他提出的研制“更高性能
工业 CT”这一发展思路，年轻的科研团队从
2008 年开始，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克服重重
困难，于 2017 年底成功研制出 15MeV 高能工
业 CT 系统，综合性能指标达到国际一流水
平，从而解决了国防装备大型部件长期以来无
法检测的难题。该团队研发的不同加速器能量
的系列高能工业 CT 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国防
装备的检测和国民经济的多个领域。

氢能高效利用和聚变能源技术是武胜院
士非常关注的军民融合发展领域。武院士认
为，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在氢

同位素技术领域长期以来积累的技术优势服
务于国家的先进能源建设，是国防人义不容
辞的责任。他策划所内专家积极参与国际热
核聚变堆（ITER）计划（俗称“人造太阳”），牵
头研发氘氚燃料循环系统及关键技术。从本
世纪初开始，材料研究所先后作为首席单位
承担了多个聚变能源计划项目的研究。虽然
ITER 计划的真正实现尚需时日，其中的艰辛
也无法预估，但这支科研团队坚信“人生万事
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

除了聚变能源，在裂变能源以及核安全的
诸多领域，武胜院士都积极推动军用技术的民
用转化。作为该领域的国内知名专家，他积极
推动新型核燃料（特别是 U-Zr 和 U-Mo 等金
属型燃料和陶瓷型等容错燃料）的发展，推动
我所在放射性废物治理、核电站含氚废水处
理、辐射防护材料及制品、辐射探测仪器等方
面的优势技术在核电及核安全领域的推广应

用。核心技术不仅是国之重器，更是反遏制的
利器。我所着眼于核电安全自主研发的非能动
氢复合器、乏燃料贮存材料及容器一经上市，
原本傲慢要价的国外厂商立即以 50%的降价
黯然收敛。在他的推动下，2017 年，由我所牵头
组织的一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全面启动实施，
通过“产学研模式”研发新一代核燃料，实现核
电关键材料国产化，以提高我国核能产业的安全
性和经济性。

武胜院士强调：不仅要“军转民”，也要“民参
军”，要充分利用国内，甚至国际的优秀人才和先
进技术助推武器装备的发展。他策划并推动建立
的“表面物理与化学”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就是
这种思想的典型成果。利用实验室开放的平台，
通过实验室开放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AF
基金等形式，吸引国内一流高校、顶尖科研院所
的优秀科研力量参与国防装备诸多科学难题的
研究，集智攻关、互利相长。

在武胜院士积极推进的“军民深度融合、互
促互进”的过程中，他最为挂念的国防装备发
展所需人才队伍的建设亦得到了更好的促进
和发展。

（作者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
科技委副主任、研究员）

武胜（1934—）
我国著名的核材

料 与 工 艺 专 家 ，1999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
士。1934 年 9 月 23 日
出生于黑龙江阿城县。
1948 年考入松江省立
行 知 师 范 学 校 ，1952
年进入阿城第一中学
学习。1954 年保送留
苏预备部，1955 年进
入苏联第聂泊尔彼得
罗夫斯克冶金学院学
习，1956 年转入莫斯
科有色金属学院有色
金属专业学习。1960
年分配到二机部北京
九所开始第一颗原子
弹核部件热处理研制
攻关。1964 年转战青
海 221 继续进行核心
部件的研制，随后投身
氢弹研制攻关，最终为
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
验提供了满足设计要
求的部件。1971 年转
入三线着手新型号的
研制定型。从 1981 年
起，在 30 余年的时间
里，开创性地组织了高
性能铀合金研制、特种
材料相容性与表面改
性研究、材料表面防腐
蚀保护技术研究、氚

（氢、氘）及氦在材料中
的行为研究等工作。曾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特等奖、国防科委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军队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多
个奖项。2003 年任中
国核材料学会副理事
长。2004 年任表面物
理与化学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主任。1982
年至今在中国核材料
学会任常务理事。

核材料被喻为材料界中的
“魔鬼”与“天使”。对物理学家
而言，它是一座开采不尽的富
矿；但对工程师来说，它又似一
座难以驾驭的冰山。它是武器
库存中最令人操心的问题，尚
有诸多未解决的世界级难题，
被称为物理学家的梦想、工程
师的梦魇。

而“驭核为武”就是武胜专
注一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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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武胜在莫斯科有色金属学院做物理
化学实验。

1960 年，武胜（后排右一）与莫斯科有色金属
学院导师交流。

20世纪 90年代，武胜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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