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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昌绪是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
,

半个多世纪以

来他在金属材料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高温合金领域

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

他是中国高温合金开拓

者之一
,

领导研制出我 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

高温合金涡轮叶片
,

获 国家级 奖励 10 余项
,

并培养

了一批高质量的科技人员
。

参加或主持制订中国有

关冶金材料
、

材料科学
、

新材料全 国科技发展规划
,

他对我国一些重大科技政策
、

措施及规划等方面
,

提

出了重 要建议
。

19 89 年 被评 为全 国先 进工 作者
。

199 5 年获何梁何 利科技 基金 奖
。

19 94 一 19 99 年任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

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无私地献

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
。

是在国内外金属材料研究领

域功绩卓著
、

德高望重的科技领导人
。

他现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特邀顾问
、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

士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名誉所长
。

师昌绪
,

19 20 年 11 月 15 日生于河北省徐水县
。

19 45 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矿冶系
。

1948 年赴美 国
,

在美 国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

从事真

空冶金的研究
。

当时真空冶金工作仅处在实验室阶

段
,

他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开拓性
。

19 49 年 5 月他

获得了硕士学位
,

并获麦格劳
·

希尔奖
。

19 50 年 1 月

在欧特丹大学冶金系任研究助教
,

同时攻读博士学

位
。

博士论文是
“

锢
一

砷
一

锑三元族元 素相 图
” ,

他克

服 了困难
,

完成了研究工作
,

获得博士学位
。

这项工

作为后来化合物半导体研究提供了参考
。

攻读博士期间
,

国内的北洋大学曾聘请他 回国

任教
,

但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期间
,

未能成行
。

因此
,

他在完成 博士学业后
,

继 续受聘 于麻 省理工 学 院

(MI T )冶金系
,

在著名金属学家 M
·

柯恩教授的指导

下
,

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

他首先进行 了恒温马氏

体研究
,

还开展了
“

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
” ,

80 年代初
,

师昌绪访 问麻 省理工学 院
,

应邀在材料

科学与工程系报告时
,

他原来的导师 M
·

柯恩教授在

介绍他时有这样 一段话
: “

师昌绪是中国著名研 究

所的著名科学家
,

他曾在麻省理 工学 院从事硅在超

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工作
,

取得很有成效的结果
,

目前飞机常用 的 300 M 钢就是在他研究工作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 。

师昌绪在麻省理工学 院期间
,

虽然工作进行的

很顺利
,

生活也很舒适
,

但他并 没有放弃 回国的念

头
,

特别是 中国在朝鲜 战场上 的胜利
,

使他倍受 鼓

舞
。

因此在研究工作之余
,

他 冒着危险与留美 中国

学者一起积极组织争取 回国活动
。

19 55 年春
,

美国

公布同意 76 人 中国留学生回国名单
,

师昌绪名列其

中
,

同时达成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会谈协议
,

为中国

留学生回国打开了大门
。

同年 8 月师 昌绪和同伴们

顺利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
。

师昌绪 回国后
,

服从分配来 到沈 阳中国科学院

金属研究所
。

师 昌绪立即来 到鞍钢
,

和同事们对精

矿烧结
、

高炉渣的形成及平炉冶炼 与铸锭等方面开

展了广泛的研究
。

在他主持下建立 了钢中夹杂物鉴

定与形成的研究
,

这对全国钢质 量的控制产生 了深

远影响
。

19 57 年师昌绪负责主持高温合金方面工作
,

同

时兼合金钢研究 室主任
。

在镍基高温合金中
,

师昌

绪等研制出我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 G H 135 ( 8 0 8 )
,

代替了当时的镍基高温合金 3 H 4 3 7 B ( G H 33 )
。

虽然

后来 8 08 合金停止了做叶片材料
。

但是通过 808 合

金的研制
,

建立了一整套铁基高温合金 的冶炼锻造

及工艺技术条件
,

在他们影响下
,

促进国内掀起 了发

展铁基高温合金的热潮
,

在一段时期 内
,

我国高温合

金研究处于较高水平
。

在他主持或建议下
,

所内相

继成立了力学性能检验
、

物性测试
、

相分析及微量分

析等有关发展高温合金的各项新技术
。

同时还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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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 台 5 k g真空感应炉
,

为金属所高温合金的

发展奠定 了基础
。

2 0 世纪 60 年代初 是我 国暂 时 困难 最艰 苦 时

期
,

师昌绪带领助手到 了抚 钢
,

在极其 艰苦 的条件

下
,

师昌绪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
,

除了组织生产攻

关活动外
。

还在抚顺钢厂开办了一个真空冶炼与高

温合金讲习班
,

为我国高温合金立足于国内生产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

19 64 年
,

我 国航空发动机设 计部 门提 出
“

采 用

空心涡轮叶片以提高涡轮工作温度
”

的建议
。

同年

10 月组成了以金 属所
、

60 6 所及 41 0 厂 为主的三结

合攻关小组
。

师 昌绪任组 长
,

并在所 内组织上百人

的队伍
,

开展空心涡轮叶片的研制
。

大家群策群力
,

各 自发挥专长
,

攻克难关
。

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型芯

材料的选择
,

因为是高度保密技术
,

查阅很多文献不

得要领
,

设计了几个方案
,

都没有成功
。

一天
,

师 昌

绪偶然从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刊登出售各种规格细

石英管广告得到启发
,

认定这可能就是用 于制作多

孔空心叶片型芯的材料
,

于是集 中力量在石英管上

下功夫
。

经反复试验并配 以改变设计 和模具
,

不 到

一个月就攻下了型芯的难关
。

接着相继解决了用氟

氢酸脱芯
、

超声波测试壁厚等
。

仅一年的时间
,

他们

用金属所研制 的 M 17 高温合金在实验室做出我 国

第一片 9 孔铸造镍基高温合金空 心涡轮 叶片
,

19 66

年 11 月
,

由 4 10 厂精铸生产线正式投产并提供了一

台份
,

通过 了台架试 车
,

结果完全 符合设计要求
。

铸造 9 孔空心涡轮叶片作为改型设计新型飞机发动

机的定型叶片
,

使我国的涡轮叶片发展一步迈上两

个台阶 (由锻造合金改为真空精铸 ; 由实心叶片改为

空心叶片 )
。

是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个成功地采用

了精铸气冷涡轮叶片的国家
,

仅 比美国晚 5 年时间
。

2 0 世纪 70 年代 中期
,

空心 叶片的生产转移 到

贵州的 01 1 基地
。

在贵州
,

师昌绪和同事 们和工 人

一起住在漏风的工棚
,

与厂里的技术人员朝夕相处
,

共同攻关
。

最后空心叶片的成材率远远超过了该厂

生产的实心叶片
。

这种叶片多年来装备了国家先进

机种的发动机
。

如今 已经大批量 出口
,

取得 了显著

的经济效益
。

为此该项成果获 19 8 5 年 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

师 昌绪始终坚持从我 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
,

为生产实际解决困难
。

20 世纪 50 年代末
,

为改 变

我国长期沿用前苏联镍 铬合金钢体系
,

他提 出发展

不含镍铬或少含镍铬的高合金钢
,

并为之艰苦奋斗

了 30 余年
。

用十多年时间先后 发展 出 eF
一

M n 一 lA 系

耐热
、

低温
、

无磁奥氏体钢
,

C卜 M n 一 N 系耐蚀
、

耐热和

抗锈的高强度不 锈钢
。

为 了这些科研成果的推广
,

他和科技人员长期下厂
,

帮助解决生产与使用 中的

问题
,

在工业生产 中取得 了很好 的效果
。

如 C卜 M n -

N 不锈钢从成份确定到在工业上的应用
,

他们苦战

了十余年
。

南京化肥厂的尿素分离塔采用这种钢以

后
,

其使用寿命比铬镍不锈钢延长十多倍
。

因为工业燃气轮机用的是劣质油甚至是渣油
,

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

所以对高温合金的要求更为苛

刻
。

2 0 世纪 70 年 代中期
,

我 国开始 引进 工业燃气

轮机并在南京汽轮机厂定点生产
,

师昌绪闻讯 之后

立即带队下厂
,

承担 了发展 NI 7 38 合金的任务
,

他们

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

便研制 出每片达一公斤多重

的大型叶片并解决 了使用 中的技术 问题
,

开创 了我

国耐热腐蚀高温合金科研与生产的新局面
。

师昌绪十分注重解决成果在推广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
,

他不辞辛苦
,

走遍了全国的主要特殊钢厂和航

空发动机厂
。

我 国发动机要解决延寿等问题
,

经常

邀请他参加各种技术论证会
,

出厂的产 品如果发生

故障
,

也邀他来会诊
,

由于师 昌绪多次较好地解决这

类疑难项 目
,

工厂领导都称他为
“

材料医生
” 。

师 昌绪在注重应用与开发研究的同时
,

不忘应

用基础研究
,

使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协调发展
。

60

年代初
,

为了配合高温合金的发展
,

他与柯伟在国内

率先开展高温合金在接近使用条件下力学性质的研

究
。

在国内首先建立 了蠕变与疲劳的交互作用试验

装置
,

进而他在国内首先提倡
“

接近使用条件下力学

性能的研究
” 。

由于他 的努力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国

家计委投资金属所建立了一个
“

材料疲 劳强度与失

效分析
”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

师 昌绪倡导开展高温合 金凝 固过程的机理研

究
,

在这种思想 的指导下
,

20 世纪 70 年代
,

金属所

开展 了对高温合金在凝 固过程 中的疏松形成研究
。

朱耀霄等在研究高温合金共 晶形成过程 中
,

发现某

些微量元素 (如磷
、

错
、

硼
、

硅等 )对合金元素的偏析

影响十分显著
,

这一发现使铸造 高温合金的工作温

度提高 20 一25 ℃
,

使变形合金的开锻温度有上百度

的提高
。

并发展 了一系列低偏析 的铸造
、

定向和锻

造高温合金
,

使我国高温合金的发展进人一个新阶

段
。

该工作获得 19 8 6 年 中国科学 院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和 19 8 8 年 国家 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

19 98 年被

国际实用材料创新会议授予实用新材料创新奖
,

是

全世界 12 项获奖项 目之一
。

19 7 8 年
,

师 昌绪担任金 属所 副所 长期间
,

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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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赞助
,

在金属所成立了材

料科学 与工程培训 中心
,

仅 198 1 年接待了 12 个 国

家和地区近 70 位访问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
,

举办 40

多场技术讲座
,

同时也派出一批科技人员出国访 问
、

考察
、

进修和合作研究
,

这对金属所国际地位的提高

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19 8 0 年接任金属所所长后
,

他提 出材料基础研

究与承担重大任务并重
,

积极更新设备与开展前沿

课题并重的发展规划
。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专长和创

造性
,

同时十分重视培养研究生
,

这些工作为金属所

在科技体制改革大潮中
,

迅速走上 良性循 环发展 的

轨道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

19 82 年
,

师昌绪承担 了筹建 中科院金属腐蚀与

防护研究所的任务并兼任所长
,

这是我国第一个腐

蚀专业研究所
。

他在选址
、

征地
、

组织队伍
、

创造科

研条件
、

确定研究方向等方面都付出很多的心血
,

十

多年来腐蚀所已形成具有一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

站
,

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的腐蚀科学研究基地
,

在 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

名度
、 )

19 83 年
,

师昌绪在北京主持制订我 国新材料长

远规划期间
,

他和另外一位高温合金专家高良共 同

上书国务院
,

建议国家迅速开展下一代大推力航空

发动机的研制
,

促进 了我 国高 温合 金的持续发展
。

19 84 年师昌绪被任命为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

任
,

他组织学部委员们对钢铁
、

能源
、

通讯
、

计算机
、

集成电路
,

科技人员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咨询
,

并将报

告送到国务院
,

受到国家高度重视
。

并在
`

八五
’

计

划中适当采纳
。

他极力主张科学院与高等院校联合

及相互渗透
,

他领衔与 20 多位 著名科学家共 同提

出
:

中国科学院要与大中型企业联合
,

要让科学技术

推动大 中型企业发展
,

这个倡议受到国家经委的重

视
,

并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了安排… …
。

198 6 年 2 月
,

他任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

主任
,

在任职期间
,

他提出很多具有创见性的建议或

意见
,

为我国基金制的建立和发展做 出了贡献
。

此

外
,

他亲自制订与主编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 》
,

为国家

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导 向作用
。

他 亲 自主持了《学

科发展战略研究 》系列丛书的启动与编写
,

对国家基

础和应用研究的发展
,

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
。

被学术界认为对推动我 国基础研究 的发展颇有新建

树
。

作为
“ 863 计划

”

新材料领域专家组的顾 问
,

他

积极推进 中国新材料的创新研究与尖端课题
。

作为

国家计委科技司聘任的专家组组长
,

他在 1 9 88 年到

1991 年为国家重点 实验 室的建 立付出 了大量 的心

血
,

特别是公正地主持或参 与利用世界银行 贷款建

立的 75 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58 个专业实验室立项

和可行性 报告 的评审
。

19 % 年受 国家科 委和计委

的委托下
,

他主持并顺利完成了我国投资强度大
、

涉

及面广
、

情况复杂
、

难度大的重大科学工程项 目的评

审工作… …
。

在确定启动
“

重大基础研 究
”

项 目时
,

只有农业
、

环境等五个领域而没有材料
,

为此师昌绪

于 199 8 年 2 月向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上书
,

阐明材料

应列入重大基础研究范围
,

当即得到批准
,

为材料科

学的发展拓宽 了新的研究领域
。

师昌绪作为中国工程院发起人之一
,

他是提出

组建方案 的主持人 和筹 备组 副组长
。

19 94 年中国

工程院正式成立
,

他被选为副院长
,

由于他在工程院

有较高的威信
,

1997 年被选为中共 巧 大代表
。

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
,

师昌绪十分重视 出版工

作
。

19 84 年他创办并主编 了我 国第 一个英文版金

属材料杂志《Jo u m a l 。 f M at e ir a l s S e i e n e e a n d eT e h n o l o
-

gy 》
、

《能源材料》 (现改名为 《材料研究学报》 )
、

《中国

科学基金》
、

《自然科学 进展 》
,

任 《金属学报 》主编近

巧 年
,

他还主编了 ((材料科学大词典 》
、

《材料科学技

术大百科全书》
,

最近他又主持编译了德国 V C H 出

版的《材料科学与技术 》丛 书中文版
,

共 23 本 2 0X()

余万字
。

师昌绪十分重视科技人才培养
。

他主张充分发

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和专长
,

鼓励助手在研究工作中

要有坚韧不拨的精神
,

几十年来带 出了一支能打硬

仗的攻坚队伍
,

其中已晋升高级职称的上百人
,

有的

已担任所长或副所长
、

室主任
、

省科协副主席
,

开发

部门的负责人等职务
,

他是两个学科的博士生导师
,

已和合作者共同培养硕士
、

博士毕业生近 100 人
,

并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3 00 余篇
。

回顾 40 多年来 的工作
,

师 昌绪深有体会地说
:

“

一要有恒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

否则将一事无成
。

二要依靠集体的力量
,

每一个人都有长处
,

做为一个

指挥者或领导者
,

要善于发挥 和利用他们 的长处
。

三是对科研水平的认识
。

在回 国初期
,

曾把发表论

文做为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 ;在承担了发展新材料
、

新

工艺 的任务以后
,

就改变了看法
,

衡量科研水平的一

个更重要的标准是看能否解决实际问题
” 。

现在
,

师昌绪作为材料科学界的一代宗师
,

他每

天的活动 日程仍然安排满满的
,

他仍然精力充沛地

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繁荣 昌盛而忙碌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