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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杨承宗(1911—2011)是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教育家,我国核燃料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

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 目前关于杨承宗的学术贡献多散见于一些回顾和介绍其生平事迹的文献之中,尚
乏深入讨论。 本文系统梳理了杨承宗不同时期的主要学术工作,认为他对我国放射化学的贡献有二:一是在

放射化学学科的建立和长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是带领科技人员解决了天然铀生产过程中的各

种放射化学及其工艺问题,为我国铀工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最后,结合中国放射化学的发展历

程对杨承宗的学术生涯作了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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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ang
 

Cheng-zong
 

(1911 ~ 2011)
 

was
 

a
 

famous
 

radiochemist
 

and
 

founder
 

of
 

radiochemistry
 

discipline
 

and
 

one
 

of
 

the
 

pioneers
 

in
 

nuclear
 

fuel
 

industry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his
 

main
 

academic
 

work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points
 

out
 

that
 

he
 

has
 

made
 

two
 

contributions
 

to
 

radiochemistry
 

in
 

China:
 

first,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radiochemistry;
 

the
 

second
 

is
 

to
 

solve
 

various
 

radiochemical
 

and
 

techn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production
 

of
 

natural
 

uranium,
 

providing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s
 

uranium
 

industry.
 

Finally,
 

his
 

academic
 

career
 

is
 

briefly
 

discuss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ad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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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承宗是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教育家,我
国核燃料工业的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放射化学学

科奠基人。 目前关于杨承宗的学术贡献多散见于

一些回顾和介绍其生平事迹的文献之中,本文依

据中国科协 “ 杨承宗先生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

程”项目执行期间积累的相关一手材料,以及近

年来在核工业史研究中新获得的部分文献和当事

人的口述史料,拟对杨承宗不同时期的主要学术

工作进行系统梳理,深入讨论杨承宗为我国放射

化学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　 杨承宗生平简述

　 　 杨承宗 1911 年 9 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八

坼镇,1932 年上海大同大学毕业。 1934 年秋进入

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跟随玛丽·居里

夫人唯一亲授放射化学的中国学生郑大章学习放

射化学理论与实验,由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方向。
期间杨承宗公开发表了 3 篇放射化学论文,其中

关于铀同位素分子比值测定、β 射线与周围环境

物质相互影响关系的成果分别刊登在国际顶级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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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um 上。
1947 年杨承宗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

留学,师从人工放射性现象的发现者伊雷娜·约里

奥·居里夫人,1951 年 6 月获巴黎大学理学院科

学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最优级。 留学期间,杨承

宗系统研究了镧、锕系核素分离的离子交换方法,
这是当时国际放射化学最前沿的领域。

1951 年 10 月,杨承宗学成归国,先后在中国科

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 年改称原子能研究所,
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下文简称“近代物理

所”)( 1951 ~ 196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 1958 ~
1994)、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现为核工业北

京化工冶金研究院,下文简称 “ 二机部五所”)
(1961 ~ 1969)从事放射化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工作,为“两弹一艇”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后,杨承宗主持制订学科规划、筹建

专业学会,并连续担任 3 届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

会理事长。
2000 年 4 月,《科学新闻》 周刊第 13 期登载

了“没有勋章的功臣———记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

长、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教授” 。 该文是原中

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 人民日报》 上撰文

“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 ‘ 两弹

一星’的回忆” (1999 年 5 月 6 日第 1 版)之后,对
文中提及的“法杨”即杨承宗其人其事,所做的较

为全面的报道。 此后杨承宗以 “ 没有勋章的功

臣”之名而广为人知。
2011 年 5 月 27 日,杨承宗在北京医院安详

地踏上生命的归途,结束了他伟大而又平凡的百

年人生。

2　 中国放射化学学科建立和发展的
领路者

　 　 一个学科的兴起,离不开少数具有领军作用

的先驱学者。 他们不仅了解国际前沿学术动态,
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科学研究现状,而且具有投身

科学事业的热情,以及淡迫名利、甘为人梯、乐于

奉献的崇高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杨承宗之于中国

放射化学,便是一例。
2. 1　 开创放射化学研究
　 　 1950 年 5 月 19 日,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

术基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成立。 它在原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物理部分与北平研

究院原子学所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由吴有训任所

长,钱三强任副所长 ( 一年后任所长) 。 建所初

期,所内的研究人员虽然屈指可数,毕竟云集了吴

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等物理学大师。 放

射化学家则是凤毛麟角。 核物理作为原子能科学

的理论基础固然重要,但没有铀,没有放射化学,
一切不免是空谈。 钱三强所长有云: “ 核物理和

放射化学是我们的两条腿。 我们是一条腿粗,一
条腿细” [ 1] 。 为了充分发展放射化学,第一次所

务会议初步将其与原子核物理、理论物理、宇宙线

一同确定为近代物理所的四大研究方向 [ 2] 。
1951 年 10 月,杨承宗从居里实验室归国,任

近代物理所放射化学研究组组长。 事业初建,仪
器设备和放射性样品仅有他从法国带回的一台

100 进位的计数器、约里奥·居里夫人赠送的10g
碳酸钡镭标准源以及北平研究院镭学所遗留的

10 公斤沥青铀矿和一些镭样品等。 杨承宗带领

几位刚分配至所的青年大学生,从修旧利废、创造

实验条件入手,逐步开展了一些放射化学研究工

作,主要有:利用沥青铀矿成功制备了克级纯度较

高的氧化铀;修复了北京协和医院一套废弃的提

氡装置,并获取一定量的放射性样品;通过测定铀

235 和铀 238 同位素比例的办法,鉴定了中央送

来的硝酸铀酰样品中的铀 235 含量等。
1954 年初,近代物理所迁至中关村。 考虑到

研究天然放射性物质容易干扰核物理微弱电磁辐

射测量,钱三强和杨承宗经过踏勘,选定主楼东侧

一块偏僻的荒地,计划建设一座实验楼,专做长寿

命放射性元素化学研究工作。
这座由杨承宗亲自设计的放射化学实验楼,

被惯称为 “ 放化小楼” 。 虽称小楼,实际上并不

小,包括地下室共三层,楼顶还设计为可以收集大

气放射性沉降物的平台。 地面一层和二层均为正

规的放射化学实验室;地下室有两间,第一间是处

理放射性物质用的强放射性实验室,第二间则供

专门存放。 这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进行放射化学操

作的实验室,正是从这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

射化学研究队伍。
2. 2　 培育放射化学英才
　 　 由于缺乏必要的科研设备,杨承宗无法继续

他在居里实验室的前沿研究,只能局限于天然放

射性元素等比较初级的内容。 然而,同时期国际

放射化学发展迅猛,在诸多领域取得了新的重大

突破。 例如,1950 年代初放射化学家合成出一种

能够高效吸附铀的季铵盐阴离子交换树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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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交换工艺便迅速取代了铀工厂旧有的沉淀

法。 又如,美国于 1954 年建成了世界首座采用

Purex 萃取流程的萨凡纳河后处理厂,被认为是

后处理工业史上一次革命性的进展。 因此,横向

比较来看,这段时期近代物理所放射化学工作的

科研价值要逊色不少,其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人

才培养方面。
从 1953 年开始,近代物理所打破常规,开展

了系统的人才培养工作。 具体到放射化学,主要

是以下两块:
其一为开设基础课程。 为了给刚分配至所的

青年大学生补充必要的基础知识,杨承宗在所里

讲授放射化学课程。 听课者还包括少数前来进修

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青年教师。 杨承宗从居

里夫人等发现钋和镭、创建放射化学方法讲起,引
入错综复杂的三个天然放射系,从不可分割的原

子转变到可衰变原子,诸多核素辐射性质各异,寿
命长短悬殊,扑朔迷离的同位素现象……,条理分

明地讲解出一条条全新的概念和术语,将他们领

入放射化学的大门。
其二为布置研究课题。 杨承宗根据每位年轻

人的专业和特长,分配以不同的研究课题,结合具

体科研工作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专业训练。 如王

方定做铀的提取和分析;林漳基做离子交换法的

镭钡分离;林念芸开展辐射化学研究等 [ 3] 。 经过

几年扎实严谨的科研训练,这批年轻人逐渐能够

独立地开展工作,并初步确立了未来主攻的研究

方向。
至 1957 年底,近代物理所的放射化学研究队

伍由最初的 3 人增至 60 余人 [ 4] ,其中多数后来成

为我国放射化学乃至核工业的中坚力量。
1955 年 8 月,高教部党组决定在北京和兰州

筹建两个物理研究室作为培养核科技人才的教育

基地。 1956 年夏,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的放射化

学专业 ( 北 大 技 术 物 理 系 的 前 身 ) 开 始 招 生。
1957 年春,杨承宗为北大首届也是中国首届放射

化学专业毕业生讲授专业课《放射性元素化学》 。
讲义由杨自编,主要内容是铀、钍、钚等锕系元素

的各种化学物理性质。 杨承宗在课堂上详细讲述

了居里夫人从铀矿石中分离钋和镭的方法,还在

黑板上画出流程图。 对这一伟大科学事件的描

述,当时在一般的书籍和文献中还很难见到,给听

课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5] 。
1957 年秋,杨承宗又被清华大学聘请,为工

程物理系的毕业班同学(即“ 物 8 班” ) 讲授放射

化学专业课程,青年教师朱永 担任课程助教。
1958 年 9 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杨承宗身兼

该校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系主任,开始为

全系的发展倾注心血 [ 6] 。
在中国首批放射化学专业创办的过程中,杨

承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不仅仅体现为他

亲自登台为学生上课。 伴随原子能科学诞生而快

速发展起来的放射化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内高

校原本就没有对应的教学和科研人才,绝大多数

青年教师基本从未接触过放射性相关研究。 杨承

宗在培训师资、指导教学上就发挥了前辈的经验,
特别是课程设置和内容传授方面,很多时候他的

指导都是关键性的。
2. 3　 推动学科回归正常发展轨道
　 　 20 世纪 60、70 年代,放射化学在核军工任务

的大力推动下取得了飞速发展。 然而,就学科自

身建设来说,它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 由于过度

依赖国防需求,放射化学在一定程度上只被视作

支撑核事业发展的工具,基础研究十分薄弱。 同

时,由保密因素所致,除了在某些共同承担的研究

任务中有过协作之外,科学院、高校与产业部门三

者之间的研究机构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正常的沟

通渠道和学术交流机制。
对于学科发展的不利局面,杨承宗看的非常

清楚。 在 1977 年 10 月举行的全国基础科学学科

规划会议上,他携手吴征铠、汪德熙和肖伦等一同

列席的学界前辈,以制订 《 放射化学学科规划》
(下文简称“规划” )为契机,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

研究和建立专业学会的设想。 时隔一年后,学界

同仁于 1978 年 10 在兰州大学参加成果鉴定会期

间,又对规划进行了细致修订。 几十年来,这是中

国放射化学家首次依据自身发展诉求来制订学科

规划。 杨承宗对此十分珍视,在主持规划的修订

工作期间也格外用心。 细读之,能发现不少体现

杨氏学术理念的表述,如“ 放射化学既是化学学

科的一门分支学科,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它既与物

理学紧密交叉、相辅相成,又通过它而使原子能科

学技术为一切化学工作服务”等等 [ 7] 。
1979 年 4 月 30 日,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

射化学专业委员会(即日后的中国核学会核化学

与放射化学分会)正式成立,杨承宗为主任委员,
吴征铠、汪德熙为副主任委员。 学会刊物 《 核化

学与放射化学》 定于 1979 年第四季度创刊,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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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季刊,以刊登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论文为

主,也刊载研究工作简讯、国内外核化学和放射化

学动态、综述及消息,其主要内容包括放射化学、
核化学基础研究,放射化学工艺研究,同位素化

学、辐射化学及有关方法研究等 [ 8] 。 同年 9 月 21
~ 27 日,全国首次核化学与放射化学论文报告会

在成都举行。 会议共收到论文 128 篇,集中展示

了近二十年中国放射化学取得的各项成就,成为

学界的一大盛事。
不可否认,杨承宗对于学科发展的一些预期

构想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 9] ,但放射

化学专业学会的建立始终是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

放射化学家群体为推动学科回归正常化发展所做

的一次努力尝试,其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 学会

最为突出的一项成绩是学术活动的频繁举办。 20
世纪 80 年代,学会相继组织和承办了四次大型学

术会议,包括 1986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核

化学与放射化学会议。 与此同时,学会还多次派

出代表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在数次组团时,杨
承宗均表态自己不去,由中青年骨干先去,他作为

学会理事长只起铺路搭桥的作用。 1980 年,以刘

元方为首的代表团赴美国拉斯维加斯参加了第二

届北美洲化学大会;1988 年,由张志尧、徐鸿桂等

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荷兰格罗宁根参加了第七届国

际放射性药物科学会议等等。 这些频繁的学术活

动不仅为国内国际同行开展学术交流打下了坚实

基础,也推动了中国放射化学研究的多元化。

3　 给原子弹加铀

　 　 如果说回国后的前十年杨承宗把主要精力放

在培育青年人才上面,那么 1961—1969 年的第二

个十年,则是他个人施展生平所学为国建功立业

的十年。
3. 1　 受命于危难之际
　 　 原子弹所用核燃料的获取主要依赖两大途

径:一是以六氟化铀为介质,通过气体扩散法(后

来改进为离心法) 富集得到武器级浓缩铀;二是

用后处理技术从辐照过的乏燃料中分离提取钚

239。 两种技术路线均以天然铀 ( 指直接从矿石

中提取、精制的核纯铀) 的生产为前提。 从铀矿

石开始,经化学浓缩物( 俗称“ 黄饼” ) 、重铀酸铵

( ADU) 、三碳酸铀酰铵( AUC) 、八氧化三铀至最

终产品核纯二氧化铀,中间需要一亿倍的提炼浓

缩,譬如吸收中子较强的锂、硼、镉、稀土元素等只

允许含有 ( 10- 5 ~ 10- 6 ) % [ 10] 。 众所周知,中国是

一个贫铀国家,铀矿品位低,矿床种类复杂,铀平

均品位在千分之一至千分之三的铀矿床约占

1 / 2[ 11] 。 因此,要研发适用于国内不同铀矿特点

的铀水冶纯化技术难度极大。
杨承宗任职九年的五所,正是衔创建中国的

铀工艺之命而筹办。 五所建立初期受苏联影响很

深,根据中苏相关核协定,1957—1960 年先后曾

有 13 位苏联专家被派往五所工作。 他们在所内

开设了铀矿选矿、铀水冶、分析和冶金理论等基础

课程,并在实验室讲授操作要领 [ 12] 。 对于苏联专

家的过度依赖,自不免造成五所在 1960 年 7 月苏

联专家撤走后十分被动。 仅有的几位技术骨干也

不过三十岁上下,全所人员失去了主心骨,士气普

遍较为低沉。
然而,五所承担的科研任务因为形势的突变

却急剧增加。 我国核燃料的生产最初有两条线同

时建设。 一条是铀 235 生产线,另一条是钚 239
生产线。 苏联专家撤退时,铀线的主要工程兰州

铀浓缩厂已基本建成,配套设备也比较齐全;钚线

的主要环节生产反应堆工程则只完成了初步的基

建,后处理厂的工艺流程方案还尚未确定。 为及

早获得原子弹的核装料,二机部在 1961 年初决定

将铀线列为 “ 一线” 工程,作为重点全力突击抢

建 [ 13] 。 其中核纯二氧化铀的生产是铀线最基础

的一环。 但雪上加霜的是,负责生产二氧化铀的

衡阳铀厂由于技术原因迟迟无法完工。 眼看后续

工厂即将陷于“无米之炊” 的境地,二机部党组经

过研究要求五所以各地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为原

料,先用简易方法生产出足够量的二氧化铀和四

氟化铀,同时加紧验证衡阳铀厂的水冶纯化工艺

流程,确保其早日投产 [ 14] 。
一时间,五所被推到了原子弹研制的最前线,

急需一位学术领路人来稳定军心,继而带领这批

青年科技人员攻克难关, 完成国家重大任务。
1961 年 4 月,由二机部部长刘杰亲自点将,杨承

宗临危受命,奉调至五所担任副所长,负责全所的

科研工作。
3. 2　 创建中国的铀工艺
　 　 杨承宗在五所领导的第一项重大科研任务是

核燃料化学分析技术攻关。 对于分析工作的重要

性,他曾打过一个经典的比方: “ 分析是工艺的

‘眼睛’ ,先睁开眼才能做好工作” 。 当时五所在

铀纯化方面的实力不俗。 技术骨干邓佐卿、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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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夏德长等在 1960 年秋的二氧化铀简法任务

中,成功生产出了一定量的核纯二氧化铀,满足了

后续生产的需要。 与生产同步进行的核纯产品的

质量分析方法研究工作则由于以往重视不足而脱

节严重,大批微量和超微量元素的分析方法亟待

确立。
在核装料铀 235 的制备过程中,从二氧化铀、

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至金属铀的核纯产品,均有

20 ~ 30 项杂质元素需要严格控制。 虽然每种中

间产品要求的杂质项目多有重叠,但是下限标准

不尽相同。 对于中子吸收截面大的重点元素,还
须采用两种不同原理的分析方法进行核对。 由于

要求检测的元素很多,而且都是微量和超微量级,
二机部除要求五所和原子能所等部内单位负责研

究分析方法外,还委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承担了硼、稀土

元素等分析方法的协作攻关。 为了统一验收多个

单位大量的科研报告,二机部在 1962 年下半年成

立了核纯产品分析成果验收领导小组,组长由杨

承宗和原子能所副所长汪德熙共同担任 [ 15] 。 在

他们主持下,验收领导小组制订了极其严格的分

析研究成果验收工作条例。 从 1962 年四季度至

1963 年底,共分批验收了 200 多份科研报告,从

而建立起一整套的核纯铀产品质量检验方法。 这

些方法科学性强,分析监测数据可靠,保证了第一

颗原子弹核装料的质量。
与上述任务攻关几乎同时,杨承宗借着 《 科

学十四条》 的东风,对五所的科研秩序进行了整

顿。 前文述及,五所技术骨干受苏联影响较深,他
们或是曾在苏联留学,或是在国内受过苏联专家

培训,业已习惯于苏式那一套方法。 而苏联对华

的核技术援助本质,一言以蔽之,即按照苏联国内

核工厂的模式在中国复制一座。 可以想见,五所

对这批科研人员最初的定位更大程度上是确保工

厂顺利运行的技术员,而非以追求工艺革新、探寻

科学未知为宗旨的研究者,用当事人的话说就是

“不太懂得 Test 和 Research 的差别” [ 16] 。 因而有

些时候出现实验设计和操作方面做得不够严谨、
实验数据记录得不够规范、对实验结果只知其然

而不去研究其所以然等问题。 杨承宗针对性地提

出在全所工作中要坚持严肃性、严格性和严密性

的“三严”科研方法,并相继制定了“ 文献调研报

告” 、“专题计划” 、年度和季度“科研计划”等科研

管理办法,从而使五所的科研工作有章可循、有条

不紊,高水平成果不断涌现。
在铀的纯化方面,为了验证补充由苏方设计

的衡阳铀厂二氧化铀生产工艺流程(代号“ 414 流

程” ) ,五所就纯化流程中原料的杂质净化、萃取、
三碳酸铀酰铵转化结晶等诸多课题进行了研究。
通过这些研究工作,五所科技人员逐渐熟悉、掌握

并成功地解决了衡阳铀厂的中国第一套核纯二氧

化铀生产线在建设、试车和正常运转中出现的一

系列问题,使这套装置成功地运行了几十年 [ 17] 。
在铀的水冶方面,围绕新一批铀矿山和水冶

厂的建设,五所与铀矿冶设计研究院及水冶厂的

技术人员协同试验,开展了第二代铀水冶工艺流

程的研发工作。 首批铀水冶厂采用的是苏联设计

的矿浆吸附流程,适用于含铀量不高的碳硅泥岩

型铀矿石。 第二批铀厂的矿石原料多为花岗岩,
这类型的铀矿石虽然品位较高,但是矿砂沉降速

度快,对离子交换树脂磨损大,因此不适宜采用矿

浆吸附流程 [ 18] 。 五所在此前对工厂运行中出现

的诸如离子交换树脂中毒和萃取乳化等机理问题

的研究基础上,先后合成了聚丙烯酰胺絮凝剂、叔
胺萃取剂等一批性能优异的有机材料,最后成功

研发出适用于处理花岗岩型铀矿的清液萃取流

程。 国内首座采用清液萃取流程的广东翁源 743
厂在 1960 年代中期建成投产。 运行实践证明,与
第一批铀水冶厂相比,743 厂生产率提高了 1. 6
倍,矿石量增加了 3. 3 倍 [ 19] 。

在清液萃取流程的研发期间,五所还成功探

索出可以从不同萃取体系中直接获取高纯度三碳

酸铀酰铵的碳酸铵结晶反萃取工艺。 这一工艺不

仅具有流程短、成本低、环境污染小等优点,更是

结束了水冶厂产品必须经过纯化厂再精制的历

史,开 创 了 由 矿 石 直 接 制 取 核 纯 铀 产 品 的

先河 [ 11] 。
几批铀矿冶工程的相继建成投产,不仅完全

满足了核工业对于天然铀产品的需求,也标志着

我国在核燃料循环前段初步形成了比较健全的工

业生产能力。 这其中凝聚着杨承宗和他领导的五

所研究团队所付出的心血。 杨承宗出身经典放射

化学,熟谙天然放射性元素分离分析方法及其应

用研究,对铀的放射化学尤为精通。 他与五所的

结合可说是相得益彰,其聪明才干、知识技能得到

了充分施展。 总结起来,杨承宗在五所任职期间,
带领全所科研人员顺利解决了天然铀水冶、纯化

和转化各个过程中的放射化学及其工艺问题,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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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堆浸、清液萃取、碳酸铵

结晶反萃取工艺等先进技术,为中国铀工业的建

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4　 结合中国放射化学的发展历程看
杨承宗的学术生涯

　 　 杨承宗的学术成就是与核工业创建初期国家

对放射化学的迫切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为早

日建立起核燃料工业,需要相应的放射化学研究

机构作为后盾以解决来自工业生产中的各种实际

问题,需要大量训练有素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充实扩大研究队伍。 铀、钚生产线中的各种工艺

问题不仅为相关研究机构提出了研究任务与科研

方向,甚至成为一些研究机构成立的直接原因

(五所即如此) 。 而对于专业人才的急需,就要求

高等院校迅速创建放射化学这一新型专业。 从居

里实验室归国的杨承宗恰好解决了燃眉之急,他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支撑起第一代放射化学高层次

人才的培养重任。
正是放射化学自身所具有的强大实用性和在

创建核燃料工业中的不可或缺性,使它得以于短

时期内集中全国优势资源,在体制的保障下飞速

发展,从而顺利解决了核燃料制备过程中一系列

的工艺技术难题,成为“任务带学科” 的典范。 得

此风云际会,杨承宗也在为原子弹炼铀的过程中,
谱写了学术生涯中最夺目的一段华章。

在“任务带学科” 模式的有力推动下,放射化

学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其研究

水平也由建国初期的籍籍无名,跃入当时的国际

先进行列。 然而,科研力量长期跟着国防任务走,
对学科基础建设着力不够,放射化学在快速发展

的同时,却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
改革开放初期,国防建设对放射化学的需求日渐

减小。 “原子弹爆炸成功,放射化学已经过关,可
以慢慢来”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看法。 杨承宗

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防需求饱和、核电规划一时又

不明朗的情况下,放射化学未来的发展显然更多

是要通过学科交叉来产生新的推动力。 而要实现

这一目标,首先需从过度依附核事业发展的境况

中独立出来,健全学科建设。 1978 年前后,杨承

宗和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筹备专业学会时,坚持主

张学会应该隶属中国化学会、挂靠单位设立在高

能所等等举措,其实都是在尝试淡化放射化学身

上“核”的色彩。 他们希望放射化学以化学分支

学科的“身份” ,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与环境、地质、
医学等其他热门学科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学术联

系,或者是渗透到这些学科之中,进而扩大经费渠

道。 但是一些产业部门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他
们主张放射化学还是应该继续以完成核工业的各

项任务为主。 学术界内部对于学科定位和未来发

展方向的分歧以及后来在学会首届理事长选举中

发生的人事纠葛,使得这种努力尝试遗憾地过早

中断。 由于杨承宗所在的中国科大不再设置放射

化学专业,他个人的学术生涯随之基本结束,而转

入到行政领导岗位,为中国科大乃至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回顾杨承宗先生深刻隽永的一生,或阴错阳

差,或造化弄人,终至未能达到其应有的高度,令
人慨叹。 1966 年 5 月 30 日,二机部召集会议,决
定五所与石家庄一机构合并为二机部第二研究设

计院,任命杨承宗为院长。 隔二日《人民日报》 发

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万事俱休。 此为其

一。 1961 年 3 月 27 日,杨承宗的人事关系正式

从原子能所转入中国科大;一周之后的 4 月 4 日,
二机部部长刘杰找杨谈话,又将其借调至五所担

任副所长,负责科技领导工作 [ 20] 。 人事关系从部

内调至部外,本人却折回部内工作,追根溯源,
1973 年后杨承宗因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专业停办

无事可做的苦闷,1980 年学部委员增选过程中二

机部想 推 而 不 能、 中 国 科 大 能 推 而 不 力 的 尴

尬 [ 21] ,竟 皆 起 因 于 这 阴 错 阳 差 的 一 周! 此 为

其二。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 杨承宗始终

秉持“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之风骨,对
于个人的荣誉得失从不萦怀,是以开朗豁达而寿

高百岁,深受后学敬仰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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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 12 月 17 日,
 

手稿复印

件 .
 

1961 年 3 月 27 日,杨承宗的人事关系正式从原子能

所转入中国科大。 此后杨承宗虽然主要在五所工作,但

人事关系一直保留在学校。 1969 年 12 月底杨承宗随中

国科大南迁合肥,与五所脱离了实际工作关系 .

[ 21] 　 2017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院史专家王扬宗教授据查档笔记

给笔者的回信称:中国科大将杨承宗和另两位教授作为

推荐学部委员人选报送至中科院,但在资格审查时杨承

宗得 3 票,没有达到五人以上的本学部推荐数,因此没有

成为初步候选人,未能进入最后的投票程序。 笔者查阅

了中国科大馆藏档案,发现学校为其出具的推荐意见较

为空泛平淡,没有点出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 当然这也

无怪校方,彼时国防、军队系统科学家的工作因保密关系

而不为外界了解是普遍现象。 可以想见,如果杨承宗的

推荐单位是二机部,此次当选属理所当然。 中国科技大

学关于学部委员候选人龚昇、方励之、杨承宗的推荐书 .
 

师资培训和研究生管理处,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

馆,
 

1979-WS-C-59.

 























































































































 



投　 稿　 须　 知

长期以来,广大作者对本刊的厚爱和始终如一的支持是我们办好刊物的动力和精神支柱,在此,编辑部同仁向

各位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我们热切期盼继续得到大家的关心与帮助,为把刊物办得更好而共同努力。 下面就向本

刊投稿的若干问题作一说明。

(1) 　 本刊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已由原先的中文期刊变更为汉英双语期刊。 本刊将在 “ 进展评

述” 、“研究论文”和“研究简报”栏目中刊登以英文撰写的稿件。

(2) 　 本刊的英文刊名为《 Chemistry
 

( Huaxue
 

Tongbao) 》 。

(3) 　 本刊的所有稿件的投稿、审理和编辑出版均采用电子系统,不接受纸质稿件。 在向本刊投稿之前,务请

作者先登录本刊网站,认真阅读
 

“征稿简则” 。

(4) 　 投稿时,请作者登录本刊网站,在主页上点击“作者投稿” ,然后,按照要求一步一步操作。

(5) 　 根据多年来存在的问题,特提请各位注意以下几点:

　 ①联系人一栏可以自选填写具体办事人或稿件中加标注∗的作者,编辑部将只与他联系(例如,邮寄

发票等) 。

　 ②通信地址一栏务必写清楚所在省、市、区,单位务必写到学院和 / 或系。 例如:山东省济南市 XX 区

XX 路 XXX 号,山东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③版权转让声明必须由所有署名作者本人签名,并加盖通信联系人或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公章。 一

旦该来稿被录用,不签名的作者将不能出现在发表的文稿中。

　 ④来稿被录用后,将不能再增加作者署名或变更作者署名顺序。

　 ⑤录用稿件在排出正式清样后将通过电子邮件请作者校对,作者务必在收到邮件之后 3 日内把署有

第一作者和联系人签名的清样校对稿用快递寄回编辑部。 因校样没有及时寄回导致所发表的论文

出现错误将由作者自行负责。

《化学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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