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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1935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他在我
国开辟和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
究并取得突出成就，是第一位获得“世界
核科学理事会全球奖”的中国人。

自 1956年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毕业分配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起，
王乃彦便踏上与“核”共舞的征程。60
多年来，他奋力前行、为国奉献，将毕生
心血融在辉煌成果中，在中华民族复兴
史上烙下最赤诚的报国印记。

土改中的少年

1935年 11月 21日，王乃彦出身于
福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动乱
年代，王乃彦的父母始终坚持着“唯有
读书高”的信念，含辛茹苦地供王乃彦
兄妹四人读书学习。王乃彦也十分努力
刻苦，在学校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50年，年仅 15岁的王乃彦迎来
了他人生中的难忘时刻———福州土地
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追求进步的王乃彦很
快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前身），并与随军南下的青年
工作团一起参加了团员干部培训班，系统
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方法论。这是王
乃彦的第一次政治思想启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学习很
快迎来了实践的机会。培训后不久，王
乃彦被组织安排进入土改训练班，作为
福州市土改工作组成员开始了为期一
年多的福州市郊土改的工作。

为了深入了解百姓的疾苦，拉近与
百姓的距离，王乃彦作为翻译陪同山东
籍的土改工作组组长孙卓青吃住在最
苦的贫农家里，与他们促膝长谈，宣传
党的政策和路线，唤醒他们的阶级觉
悟，发动他们参与土改。

其间的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王乃彦
每天睡在门板、秸秆搭成的简易床上，
一日三餐仅能吃到一点番薯饭和稀米
汤，床上、衣服、行李到处都是臭虫和
卵。这些让王乃彦深深地体验和感受到
了农民的疾苦。看到那么多老百姓没有
土地、吃不上饭，他的心里不是滋味，渴
望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而土改，正
是为贫苦百姓争取一份自己的土地，使
耕者有其田。

王乃彦白天陪工作组丈量土地，晚
上分析土地数据与分配方案，经常打
算盘到深夜，没有半点马虎。长期的
劳累与饥饿，使得正值身体发育期的
王乃彦体重降到 90 斤。一年多的时间
里，这位少年天天和百姓吃住在一起，
斗过地主、抓过恶霸，在万人大会现场
用福州话给领导翻译讲话。因成绩突
出，他在福州市郊土改中被评为“一等
功”，成为近千名工作组成员中获此殊
荣的五人之一。

参与土改的这段经历，不仅磨练了
王乃彦吃苦耐劳的意志，也极大提高了
他的政治思想觉悟。土改后，王乃彦曾
先后获得去福州市委工作、中央团校学
习的机会，但他毅然选择报考大学，因
为亦师亦友的孙卓青曾经对他说：“毛
主席提出向科学进军，国家最缺乏的是
科技人员，你去学校学习可以为国家作
出更大贡献。”

1952年，王乃彦不负所望，考入北
京大学。

杜布纳联合所的“副博士”

1956年，王乃彦从北京大学技术物
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从此与
“核”结缘。他和同事们在钱三强的指导
下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
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成功获得

国内第一批中子核数据，与日内瓦国际
会议公布的数据基本一致。

凭借三年的努力与取得的优秀成
果，王乃彦得到了钱三强的赞赏，被推
荐到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以下
简称杜布纳联合所）工作。

杜布纳联合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国家联合兴办的核物理研究基
地，王淦昌、赵忠尧、张文裕、胡宁、周光
召、吕敏等先后在这里工作、学习过。

1959年，只有本科学历的王乃彦被
推荐至杜布纳联合所，没想到他的资料
被苏方退了回来，并附言：“请你们派一
位副博士学位以上的人来。”但钱三强
坚持把王乃彦的资料再次寄回去，并回
复：“王乃彦就是具备副博士以上水平
的人。”

王乃彦到杜布纳联合所后，在王淦
昌的带领下拜会了中子物理实验室主
任、诺贝尔奖获得者弗兰克院士，并在
组长面试时对答如流，业务水平得到了
对方的认可。

在该所王乃彦主要从事脉冲中子
反应堆中子物理实验。1960年，他研制
裂变电离室，完成了中子时间波形的测
量。次年，王乃彦开始负责脉冲堆 100
米测量站的中子能谱测量，并研制了大
面积含硼液体闪烁探测器。在 Tb、Yb
等稀土元素的核反应研究中，世界首次
得到 Yb171、Yb173的中子能谱数据，发现

了一些新的中子共振结构。
王乃彦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无

愧于钱三强的信任与支持。后来钱三强
再次访问杜布纳联合所时，弗兰克院士
笑着说：“王（乃彦）得到了实验室年终
奖，我和他的组长对他很满意。至于他
的科研水平到底怎么样，等他回国后你
们就知道了。”

1965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王乃
彦等人回到国内。六年的时光让王乃彦
成为中子物理与能谱测量的专家，并被
迅速调派至核武器研究基地，开始了长
达 13年的氢弹试验工作，成为“两弹一
星”辉煌伟业的重要一员。

金银滩上的测试组长

回国后，王乃彦被调往原二机部第
九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现为中国工
程物理研究院）221厂实验部 31室，任
核测试组长。

221 厂位于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镇
海拔 3000多米的金银滩草原，是我国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氢弹均诞生于此，又被称为“原子
城”。王乃彦的核测试组主要负责核武
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和中子测量。

在高海拔的青海高原上，王乃彦等
人在做试验准备时住的都是帐篷，恶劣
的天气下风沙经常把整个帐篷给掀掉，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核试验测试需要在高危辐射场区
工作，需要搬运大量铅砖搭建各种中子
探测设备屏蔽室，测试人员全程穿着
很厚的防护服，戴着“猪鼻子”一样的
防化头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试验
前需进行多次演练———穿着笨重的防
护装备从卡车爬上爬下，王乃彦经常
累得满头大汗。

1966年 12月 28日，我国成功完成
氢弹原理试验，当量 30万吨，这是我国
突破氢弹技术最重要的一次核试验。王
乃彦主要负责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而
测试数据能直接决定“试验到底算不算
氢弹”。

试验前，邓稼先明确地对王乃彦
说：“小王，如果成功，你要说出来为什
么成功；如果失败，那是更艰巨的任务，
你要说明失败的原因。”

为了在核试验现场测量热核反应
数据，他们在铁塔爆心场区附近 500
米、1000米、1500米的地方分别建造了

三个工号，王乃彦负责离爆心最近的
500米的 663工号测试站。

测试站需要做成坚固的、屏蔽非常
好的地下工号，层层沙袋、铅砖覆盖，探
测器放在工号外面，用电缆将信号传输
到工号里面的记录设备上。

冬天的青海，天气异常寒冷，工号
的铁门、窗口上都结满了冰霜，影响测
试数据的精度。因此，在爆炸前王乃彦
等人要把测试窗口擦拭干净，与负责雷
管爆炸的同志最后一批撤离现场。

氢弹原理试验非常成功，爆炸当量
高于理论预估。但现场放射性剂量很
大，200米的铁塔化为乌有，工号也被
严重破坏，顶部受损、铁门变形。而工号
屏蔽损坏很有可能造成放射性泄漏，严
重影响测试数据，王乃彦等人很着急，
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赶去抢救数据。

但核试验现场必须严格遵循试验
安全流程，第一梯队（防化兵部队）率先
进行剂量测量，第二梯队（工程兵部队）
负责打开铁门、搬运沙袋，王乃彦和他
的同事则作为第三梯队抢救测试数据。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驱车冲到工号，又以
最快的速度把底片取出放进铅罐里面，
一切都要在没有灯光的条件下完成，操
作必须精确、快速、连贯，这些都在试验
前演练过多遍。

令人欣慰的是，近场物理测试数据
表明此次核试验就是氢弹，而且通过数
据解释了威力比预估大的原因。

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听到结
果后非常高兴，负责理论的于敏激动地
拉着王乃彦的手说：“老王，试验前我心
里真的有点拿不准，敢不敢做都是个问
题。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我更有信
心了。你们的数据太重要、太好了。”此
次试验，表明我国真正掌握了氢弹研制
技术，标志着我国核武器发展进入了一
个崭新时代。

此后，王乃彦在九院长期从事核武
器试验研究，先后参加核试验 10余次，
攻克了强辐射、高本底环境下中子、γ
射线能谱测量的关键技术。他把一生最
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核事业，
为我国核武器的设计、试验和改进作出
了重要贡献。

“天光一号”的引领者

1978年，王乃彦随王淦昌调回原子
能院工作，从核试验工作转为惯性约束
聚变研究。

在王淦昌的倡议下，以王乃彦为首
的 18名志愿者组建了粒子束惯性约束
聚变研究组，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设计并
建造了国内首台低阻抗强流脉冲电子
加速器。该装置采用了诸多国际先进技
术，并做出了很多独创设计，确保了加
速器的性能稳定。1982年，1MeV\80kA
加速器调试达到设计指标，其建设速度
与稳定性能得到了美、日、苏等国际同
行的高度赞扬。

1979年，日本科学家 Yamahaka 等
发表文章指出，利用双流不稳定性反常
吸收现象可以实现电子束能量沉积增
强 100倍，一度引起国际轰动，但随后
美、苏重复实验后发现与日本的数据分
歧很大。

王乃彦等人采用 X 射线能谱、带
电粒子能谱与等离子体线光谱三种方
法，澄清了双流不稳定性的反常吸收问
题，结果表明只有 3~5倍的增强。该成
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一致认可，同时也
否定了电子束聚变的路径。

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王乃彦带领团
队果断地转变技术路线，从电子束聚变
转移到电子束泵浦的 KrF激光聚变研
究。此时，国内的 KrF准分子激光技术
研究几乎空白，王乃彦带领团队从零开
始技术攻关。

自 1987年起，王乃彦团队改造了
80GW电子加速器，调整了变阻抗线和
开关系统，研制了大面积二极管，设计
加工了激光腔体。1992年，成功研制了
完全自主化设计的 100 焦耳 KrF准分
子激光装置。1995年，该装置正式命名
为“天光一号”。

1996年，“天光一号”主放大器输出
能量达到 400焦耳，达到国际中等规模
装置水平，能量传输效率、电子束泵浦
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王乃彦第一时
间向王淦昌汇报实验结果，王老深感欣
慰，并嘱托抓紧解决脉宽压缩、光束质
量问题，尽快开展物理实验。

1998年底，作为“天光一号”团队总
指导与精神支柱的王淦昌先生逝世，弥
留之际仍关心着“天光一号”的进展。在
医院探望时，王老拉着王乃彦的手叮
嘱：“我们的科研工作就全拜托你了，你
们要好好干啊。”

王乃彦牢记王老的嘱托，带领团队
奋力拼博、攻坚克难。2000年，完成了
“天光一号”脉冲压缩、光束传输、聚焦
等工作。六束百焦耳 KrF准分子激光系
统正式建成并开展物理实验，先后获得
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三等奖。

在王淦昌的指导下，王乃彦带领团
队开辟并发展了我国电子束与准分子

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从无到有，在
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攻坚克难、永攀高
峰，取得了优异成果。

“麦田”里的守望者

多年来，王乃彦不仅奋斗在科研一
线，而且热衷于青少年科普和科技创新
等公益活动。在他心中，科学家不仅要
好好做研究，还要培养年轻一代，从青
少年时期就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播下
科学的种子。“就像刚播下的小苗，需要
优良的空气、土壤、养分等，才能使它茁
壮成长”，这是传承的社会责任感。

王乃彦甘当“麦田”的守望者，二十
年来，他频繁出现在面向全国大学生、中
学生及青年科技工作者的核电科普、核
技术应用与核科学推广等活动现场，在
青少年科普、科技创新与推广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多次担任“明天小小科学家”
“青少年科技大奖赛”等赛事评委主任。

担任评委时，王乃彦非常耐心地与
学生们面对面地沟通。虽然孩子们的知
识有所欠缺，却有一些非常新奇的想
法，这就需要好好引导和培养，激发他
们的兴趣。王乃彦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指
引更多的优秀学生，让他们近距离体验
科研的乐趣。

在谈及青少年教育时，王乃彦认为
孩子们必须在快乐、宽容的环境里才能
健康成长，培养的关键在于引导他们的
兴趣。老师应该尝试去做孩子们的朋
友，通过启发，让他们产生兴趣，他们才
能真正地学好、做好。

在培养孩子科学兴趣的同时，王乃
彦更注重科技创新精神和科学道德的
传承。他认为青少年培养的关键就是要
保持他们的独立与创新性，做错了不可
怕，关键是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定要讲究诚信。抄袭、花钱
买别人的创意，即使获奖对孩子也没有
意义，甚至会毁了他们的一生。

在一次科技大赛评选中，某家长在
孩子的竞赛材料里面塞了 3000 元，请
王乃彦指导一下。这种严重的舞弊行为
令王乃彦非常生气。但怎么处理这件事
情，他内心有些纠结，毕竟无法判断这
是家长的主观行为还是孩子的意愿。其
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信和钱直接交
给组委会，但这样做也许会毁掉这个孩
子的前程。深思熟虑后，王乃彦决定先
静观，亲自旁听了他的答辩，一句话也
没讲。孩子的作品很好，答辩也非常顺
利，最后被评为一等奖。大赛结束后，王
乃彦把 3000元钱退还给家长，并严肃
地提出批评。他强调，参赛选手要做到
诚实守信，评委也要做到公平公正。作
为评委老师，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为
社会、为孩子们树立道德典范。

2015年，王乃彦在第 30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获颁“终身成就
奖”，同年获得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
荣誉。2016年，荣获中组部、中宣部、中
科协等九部委联合颁发的“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十二五’实施工
作先进个人”荣誉。2019年，被中宣部
授予“2019北京榜样”年度特别奖。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王乃彦依然
心系下一代科学人的培养，希望能够在
青少年科普与教育中发挥余热，默默守
望，托举新一代青年科技人才奋发向
上、锐意进取、勇攀高峰。

女儿们的榜样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有一位
伟大的女性。王乃彦之所以能够取得今

日之成就，离不开妻子和家庭的支持。
1962 年，王乃彦与妻子郑守钧结

婚，婚后育有三个女儿。王乃彦先是
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工作，回国后被
分配到青海，后又长期在四川绵阳工
作，与家人常年两地分居，只有年底回
家探亲时才能相聚在一起。平时都是
妻子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工作和生
活非常辛苦。对于妻女，王乃彦心里一
直深感愧疚。

在女儿们的成长过程中，王乃彦很
少陪伴。每次短暂的相处时光，却总能
给她们留下深刻的记忆。

在大女儿王冬梅的记忆中，三四岁
时因为妈妈带领学生下乡劳动，她被寄
养在邻居家里。碰巧爸爸王乃彦返京汇
报工作回家探望，其间都是爸爸接送她
到幼儿园，可是没过几天他就要返回四
川了。临走那一天，冬梅偷偷从幼儿园
溜回家，不希望爸爸走。可到了家门口，
她又不敢回家，只好躲在邻居家门后。
爸爸出门时发现了她，火车票已经买
了，只能拉着她的小手、半训斥半劝慰
地把她送回了幼儿园……那时她是多
么舍不得爸爸离开，而这，也成为冬梅
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尽管因为工作王乃彦无法兼顾家
庭，但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弥补。每逢
探亲回家，他都会帮妻子做家务，并亲
自下厨做一些拿手菜。

王乃彦爱好非常广泛，喜欢音乐、
文学、摄影。每次回家，他都会带上全
家人出去游玩、拍照。他在留苏时期
曾买过一些摄影器材，自己洗底片、制
作照片，这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新奇
和欢乐。

他还从苏联买回一台唱片机，给妻
子和孩子们播放《天鹅湖》《茶花女》等
音乐，还有孩子们喜欢的《让我们荡起
双桨》等歌曲，有时也会邀请妻子的同
事、孩子们的好友一起听。精通俄语的
郑老师尤其喜欢苏联歌曲，王乃彦则会
陪她静静地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
起欣赏优美的旋律……

虽然相聚时光非常短暂，但王乃彦
一直希望能够为妻子、女儿尽一份丈
夫、父亲的责任，为她们带来些许欢乐。

受到父亲的影响，冬梅后来就读于
复旦大学物理系，二女儿咏梅就读于北
京大学无线电专业。与父亲当年报考北
大时一样，她们都选择了物理专业。在
她们心中，爸爸的工作是那么神圣和令
人尊敬，希望能够追随父亲步伐，把物
理学好。

回首往事，王乃彦对家人心怀愧
意，终究无法抽出更多时间陪伴她们，
但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而他的妻
子、女儿们也从未埋怨过，因为他把一
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祖国的核
事业。

遥望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土
改中那个为了贫苦百姓而吃苦耐劳、敢
于斗争的少年，杜布纳联合所里那个为
了学习苏联先进技术而勤奋好学、敢想
敢干的“副博士”，金银滩上那个为了核
武器研制而奋力拼搏、无私奉献的测试
组长，“天光一号”那个为了粒子束与激
光聚变科研而攻坚克难、永攀高峰的引
领者，“麦田”里那个为了青少年科普而
乐此不疲、诚实守信的守望者，都已经
成为了王乃彦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页画卷。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王乃彦
等老一辈科学家为了科学、为了国家奋
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我们这一代从
事科学研究的后辈，应传承、发扬他们
的优秀品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像他
们一样做“奋斗一生的科研人”。
（作者单位：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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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王乃彦（右）与
王淦昌先生合影。

⑤王乃彦生活照。

⑥王乃彦与妻子
郑守钧早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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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乃彦（1935—）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1935 年 11月 21日出生于
福建福州，1956 年毕业于北京
大学技术物理系。

参与研制、建立中国第一台
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
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
据；在国际上对 Yb和 Tb同位
素中子共振结构的研究问题作
出贡献；领导和参加了核武器试
验中近区物理测试的许多课题，
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
供了重要的试验数据；开辟并发
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取得突出成就，为我国开展氟化
氪激光技术与激光核物理研究
作出了重要贡献。

曾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中
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太平洋地
区核理事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先后
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
步奖、世界核科学理事会全球
奖、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
核工业功勋等荣誉。1993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①王乃彦（左一）
参与物理实验。

②王乃彦（前排左
四）参加核物理与等离
子体物理发展战略研
究研讨会。

③青年王乃彦在
苏联的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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