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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

教授之职 在其后十年间
,

郭永怀是航空研究院的三个主持人 即
,

郭永怀
,

之一 他对跨声速理论与粘性流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先后发表了
“

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

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
”

与钱学森合作
, “

关于中等雷诺数下不可压缩粘性流体绕平板的流

动
” , “

弱激波从沿平板的边界层的反射
”

等重要论文
,

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为

人类突破声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
,

他发展 了
,

的变形参数与变形坐标

法
,

可解决边界层前缘的奇异性 为此
,

钱学森于 年在 《 》

上发表文章
,

将这一方法命名为 方法 值得注意 的是
,

郭永怀在 年代初就注意到高超

声速流动这一方 向
,

研究了高超声速激波边界层干扰与离解效应

郭永怀因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的重大成果而知名于 国际学术界

我国近代 力学的奠基人

年 月
,

郭永怀毅然放弃 了在国外优越 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
,

回到了阔别 年的祖

国

从回 国到 年 月 日因公牺牲的 年 间
,

郭永怀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

所学术秘书
、

副所长
、

力学所与清华大学联合开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的首届班主任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
,

二机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
,

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专业组成

员
,

工程总体组组长
, ,

任务负责人之一
,

国防科委空气动力学研究院 院 筹

备组副组长等职 于 年 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
、

物理
、

化学部学部委员 院士 是中

国力学学会创始人之一
,

担任首届副理事长
,

是 中国航空学会首届副理事长 曾兼任 《力学学

报 》主编和 《力学译从 》编委会主任委员 他还先后当选第二届
、

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

全 国

政协委员 年
,

他光荣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郭永怀刚 回 国
,

即与钱学森
、

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建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

技领导工作 他倡导和关心高超声速流体力学
,

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

提 出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

他认为在高超声流动即当来流马赫数超过 以后
,

介质 的动能足以激发分子 内部 自由度

因此
,

必须考虑分子振动离解和化学反应等效应的影响 后来的实践证实了这些预见的正确性

他特别注意 飞行器再入时的高温环境
,

即所谓热障问题 年代
,

力学所 己进行了大量

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目前
,

我 国已取得克服
“

热障
”

的重大突破
,

这与郭永怀院士 的早期贡献是

分不开 的

郭永怀十分重视高超声速流的实验研究
,

他提出以短时脉冲型的激波管
,

激波风洞代替大

型风洞进行实验研究 为力学所高超声速实验装置的建设与发展设计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在 电磁流体力学方面
,

提 出了三个研究课题 磁流体和等离子体稳定性
、

同位素的电磁分

离和磁流体直接发 电

在爆炸力学方面
,

在他的指导和关怀下
,

爆炸力学室进行了数以千次的实验
,

完成了爆炸

成型
、

定 向爆破
、

穿甲破 甲等重要任务

年
,

郭永怀参加制订
“

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
” ,

他担任力学专业组副组长
,

高瞻远

瞩地与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制订学科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 目标
,

确定高等学校力

学专业 的课程设置

在回 国工作的 年里
,

郭永怀对我国国防科研和建设作出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年代初
,

他参与领导 了力学所氢氧发动机和地空导弹的研制工作 年 他负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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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物理工程的筹备工作 年
,

他参加了负责本体设计的人造卫星设计 院的领导工作

年
,

他参加 了我 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
,

担任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 他和

钱学森先生一起
,

为该院规划 了蓝 图
,

对研究所的设置
、

辅助设施
、

人员配备及技术途径提出

了具体方案 他提出应当重点搞高速
、

超高速风洞
,

瞄准第一
、

第二宇宙速度 作为高速研究工

具
,

要优先搞激波风洞
、

自由飞弹道靶
,

这样可以投资少 考虑到这些设备工作时间短
,

他特

别强调要抓毫秒级测试技术 他所进行的大量建设性工作为以后气动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为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年 月
,

在钱学森推荐下
,

经中央批准开始参加我国原子弹研制工作
,

任二机部九院

后改名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副院长 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
、

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

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学术领导核心

郭永怀负责当时九院四大部之一的设计部 的工作指导
,

是结构设计
、

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

的掌舵人 他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
,

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

度
、

结构传力路线
、

气动特性
、

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
,

组织开展大量的试验
,

从部件至整

体
,

检验原理设计的可靠性 他不仅看到力学研究
、

环境试验在原子弹原理性突破中的重要作

用
,

更看到了武器化对此提出的更高要求 他组织开展设备研究
,

指引开展包括静力
、

振动
、

冲击
、

离心
、

温度等各种力学环境和气候环境的实验室建设

对于原子弹
,

由于郭永怀提出用特征线法进行了爆轰波理论计算
,

并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

结果相结合
,

从而实现了较为优越的引爆方式 年 月 日
,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时
,

郭永怀就在现场

为了实现原子弹的武器化
、

实用化
,

郭永怀主张对核航弹的结构
、

外型
、

弹道
、

引信与环

境试验等问题进行预研
,

从而改善了航弹的增阻特性
,

以保证武器系统的安全与可靠性

对于氢弹
,

郭永怀提出了采用航空中常用的结构形式
,

使弹体重量明显减轻 由于他提出

要增加性能 良好的减速装置
,

从而保证了我 国第一颗氢弹空投顺利试验成功 他对核武器 的系

列化发展
,

也提出了许多宝贵 的意见

郭永怀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贡献了全部 心血乃至生命 年 月
,

郭永怀赴西北核

试验基地进行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发射试验的准备工作 月 日当他从基地返回北京

时
,

因飞机失事
,

不幸牺牲

郭永怀先生是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
,

他用智慧
、

热血和生命为中国核事业的

发展写出了最壮丽的篇章 他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秘密历程中
,

站在科学发展 的前沿阵地
,

是

中国核武器事业奠基人之一
,

也是核弹走 向武器化的开道先驱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郭永怀十分重视培养力学人才 回国不久
,

他就与周培源
、

钱学森
、

钱伟长等一起
,

规划

了全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 组织领导了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力学研究班 兼任首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
,

为该系的创立操劳筹划
,

他还在中国科大 的近代力学

系开课
,

讲授边界层理论 他亲 自带研究生
,

培养助手
,

指导一批青年工作者从事力学研究

如今
,

他教过的学生
,

指导的研究生
,

相当一部分 已成长为教学
、

科研和国防工业的优秀骨干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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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怀先生学识渊博
,

怡学严谨
,

站在科学研究的前沿
,

处处体现杰出科学家的优秀品质

他热爱祖国
、

艰苦奋斗
、

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谦虚质朴
、

平易近人
、

清正廉洁的的工作作风
,

深受力学界 的尊敬和爱戴
,

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历史将永远记住郭永怀先生对中国

科技事业和核事业 的杰出贡献

参 考 文 献

郑哲敏 郭永怀生平事迹介绍 郑哲敏 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 、

洪友士 郭永怀迫求科学
、

为国献身的一生 郑哲敏 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文集 北京 气象出版社
,

、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深深怀念为核盾牌献身的著名科学家

—
郭永怀先生 郑哲敏 郭永怀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文集 七京 气象出版社
,

、

》

角 。‘ , ‘。 。 , ‘ ,

红‘即
, ‘。

皿
,

,

幼
一 一 ,

,

亡 毗
,

·

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