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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那年，他的名字被列入美国科学

家名录。短短几个月后，他历经艰辛，辗

转回到了自己的祖国。37岁那年，周恩来

总理紧紧握着他的手，嘱托解决那个“卡

我们脖子”的问题。最终他不负众望，开

发出了被沿用至今的关键技术，为新中国

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的突破作出了

重要贡献。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工

专家、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2022年4月

6日，余国琮院士因病在天津逝世，享年

100岁。

留学归国

1922年11月18日，余国琮出生于广州

西关的一个普通家庭。1937年，日寇入侵

广东，14个月后广州沦陷。余国琮的两个

哥哥在逃难中遭遇轰炸，一个不幸身亡，

一个遭受重伤。亲眼目睹繁华温馨的故园

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的

化工专家余国琮
○李晨阳

转瞬倾覆，年仅16岁的余国琮饱尝了国仇

家恨。一家人辗转到香港逃难，他从香港

考上了西南联大化工系。

乱世硝烟，这里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

桌，轰炸机一来，师生们就纷纷“跑警

报”。但这里却恰能盛放有志青年的才华

和热血，在这里，余国琮接受了全面系统的

化学理论教育，为后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3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了第

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余国琮借此机会，考

上了美国密歇根大学。自此，余国琮开始

崭露头角。导师库尔教授赏识他，支持他

留校任教，指导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6篇论文。他们提出的“余-库方程”长期

被专著、手册采用。年仅28岁，他的名字

就被列入了美国科学家名录。

库尔教授无比倚重、信赖他，把家里

的钥匙也交给他一把。在美国，余国琮的

人生将是可预见的春风得意。然而很多人

不知道，他还担任着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

协会的首届理事，而这是一个动员留学生

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组织。

1950年8月，余国琮向匹兹堡大学

“请假一个月”，声称要回香港探望母

亲。当时香港仍是英国属地，余国琮办了

一个英国的签证，同时还办了一个重返美

国的签证，巧妙避开了当局的怀疑。没有

人发现他的真实意图，唯独当他打电话向

库尔教授告别时，从恩师的声音里，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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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丝颤抖。跨越重洋，劈波斩浪，他回

到了暌违6年的祖国。

分离重水

早在余国琮回国前，就有一个位子等

着他。一位友人早就告诉他：唐山工学院

开办了化工系，急切需要师资。因此，尽

管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也纷纷向他递

来橄榄枝，余国琮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

“一穷二白”的唐山工学院化工系。

他不仅自己来，还动员了5名海归学

者、两位国内老师一起来搞建设。在化工

系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基地。

1952年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唐山

工学院化工系并入天津大学，余国琮也被

调进天津大学化工系。就在这里，在这看

似平平无奇甚至有些简陋的地方，他人生

最华彩的一页悄然开启了。

当时，我国炼油工业刚刚起步，其

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叫蒸馏（现称精

馏）。余国琮敏锐地意识到这一产业对国

家的重大意义，就开始了相关领域的科研

攻关。

在他的指导下，1954年天津大学化工

系建立了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

1956年，余国琮撰写的论文《关于蒸馏塔

内液体流动阻力的研究》引起化工部的注

意，被邀请参与精馏塔标准化的大型实验

研究。天津大学的“蒸馏”科研也被列入

《十二年科技规划》之中。

1959年5月28日，余国琮的实验室迎

来了一位贵客。

周恩来总理来到天津大学视察，重点

考察了余国琮所在的重水浓缩研究实验

室。他紧紧握起余国琮的手，嘱托解决那

个“卡我们脖子”的问题。

重水是由氘和氧组成的化合物，也称

为氧化氘。乍看上去，重水跟普通的水非

常相似，但它在原子能技术中有非常重要

的应用空间。制造核武器，就需要用重水

来做核反应堆的减速剂。

余国琮使命在心，奋勇攻关，终于提

取出了纯度高达99.9%的重水，解决了新

中国核技术起步阶段的燃眉之急，为“两

弹一星”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开发

的浓缩重水的“两塔法”技术作为我国唯

一的重水自主生产技术，一直被沿用至今。

余国琮不仅突破了“卡脖子”的技

术，还发展出一支宝贵的技术人才队伍。

他和同事成立的“稳定同位素专门化”专

业，培养了四届40余名毕业生。

驰援大庆

余国琮帮助大庆油田解困的故事，也

不失为一段佳话。

20世纪80年代初，大庆油田斥资从美

国引进一套先进的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

置。如果运行顺利，这套装置一年可创利

润50亿元。然而，装置投产后，轻烃回收

率一直达不到生产要求，美国公司副总裁

带着专家来，调试了两个月，解决不了问1991 年，余国琮在西南联大旧址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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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后干脆赔偿了一部分钱了事。

但是大庆人着急啊！装置一天不能正

常运行，就在流失巨大的经济效益。终

于，他们慕名请来了余国琮团队。余国琮

带着助手王世昌等人赶赴现场，对装置中

的一些结构进行了修改，对一些运行参

数进行了调整。结果，轻烃回收率不仅达

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预期。同时装置

的整体性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整个大庆油

田都为之震动！自此，余国琮就成了著名的

“主刀医生”，专门给大型装置做“手术”。

余国琮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为我国

化工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劳。他的丰硕研究

成果，成就了世界上开展精馏基础研究最

为深入的学术机构之一，促成了为期近十

年的中英合作研究。在他的研究成果基

础上，催生了一系列应用技术，在我国化

工、石油化工、炼油以及空分等大型流程

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和成功的应用。

进入耄耋高龄后，余国琮依然不落征

帆，继续耕耘在科教园地。80多岁仍站在

讲台上授课，90多岁仍然伏案工作。

他这一生，漫长、充实，而得其所哉。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2年4月7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
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潘际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
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潘际銮，1927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西

瑞昌，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并留
校任教。1950年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跟
随苏联专家进行研究生学习，后担任哈尔

追忆潘际銮老师
○陈丙森（1953 届机械）

滨工业大学焊接教研组首任主任，1953年
回清华大学创建焊接教研组，1980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潘际銮
院士曾担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
械工程系主任，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委员兼材料科学与工程评审组长、国际
焊接学会副主席、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至
2002年受聘担任南昌大学校长，2011年起
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潘际銮院士1985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

“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获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6年
再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1977年、1997年分别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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