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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献中华

—
纪念林同骥先生诞辰 周年

吴承康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摘要 林同骥先生是我 国著名流体力学家 在稀薄气体力学
、

高超声速
、

跨声速空气动力学和

不可压缩流体动力学等广泛的领域中都有重要的研究成果
,

尤其是在再入飞行器防热
、

再入物

体的表面烧蚀和不可压缩振荡流等方面
,

为我国航天事业和海洋工程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林同骥先生在 年期间先后任 《力学学报 》副主编
、

主编 为 《力学学报 》在

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发展和进入国际交流大网络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纪念林同骥先生诞辰

周年之际
,

我们向读者介绍这位毕生献中华的科学家
,

并刊出他的学生们的一些论文
,

以表达

怀念与崇敬之情

立志献航空

林 同骥
,

年 月 日生于北京
,

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年抗 日战争爆发
,

目

睹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烂炸
,

他决心投身航空事业
,

于 年考入 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年毕业后在 四川南川第二 飞机制造厂
,

从事发动机修理和检验 当时我 国首架 自行设计制

造 的
一

号运输机历经两年设计试制进入试飞 担任该机设计试造室主任 的是他 的堂兄林

同哗 首次试飞 因机头过重没有成功
,

年 月经详细检查
,

调整 了水平尾翼舵面角后
,

决定再次试 飞
,

这是具有相当危 险性 的 试飞员上机
,

林同哗也跟着上
,

并 问在场 的五六个检

验员
“

谁愿意上
”

林 同骥先生听 了此话大声回答
“

我愿意
”

林 同弊笑着对 飞行员李兴唐

说
“

你该放心 了
,

万一 飞机 出事
,

你李家只死一个人
,

我们林家要死两个人
,

你去见阎王也

有我们相陪呢 户

年
,

林 同骥考取公费留学英 国 年
,

他获得伦敦大学研究生院航空工程博士学

位

年代中期后
,

航空进入 了喷气 飞机时代
,

年 年
,

林 同骥赴美以航空器发展

为背景
,

从事弹性力学和稀薄气体的研究 在弹性力学方面
,

他给出了不 同厚度和不 同弯度 的

翼型截面柱体的圣维南扭转和弯 曲问题 的精确解析解 他研究 了圆柱薄壳的轴对称振动
,

提 出

并解决了高频振动下壳壁截面 的转动惯量和横向剪切 的双重效应影响问题 在稀薄气体力学方

面
,

他建立 了在滑流领域利用皮托管测量稀薄气体总压 的实验分析理论 他研究了稀薄气体在

两个平板和两个同心 圆柱间 的高速流动
,

为考察较 方程高阶 的 方程中高阶项作用

的实验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以 国家需要为 己任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一批中国在美的科学家
,

他们联合起来
,

冲破美 国政府的重重

阻挠
,

为争取早 日回到祖国而斗争 作为首批获准归 国的学子
,

年秋
,

林 同骥满怀爱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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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
,

偕 同夫人张斌
,

怀抱尚未满月 的女儿
,

远涉重洋
,

毅然回国 在钱学森和郭永怀的带领

下
,

他以极大 的热情投入了创建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 的工作 他主持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

暂冲式超声速风洞和气源系统
,

得到了第一个超声速流场
,

为我国实验空气动力学的发展作出

了开创性 的贡献 为此
,

他获得了全 国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

出席了 年召开的全国群英

会 他所领导的研究室也被评为全国群英会 的先进集体

年代末 年代初
,

结合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
,

林 同骥带领他的研究室
,

在完成型号任务

的同时
,

开展 了稀薄气体动力学
、

飞行器大攻角流动
、

非定常流动
、

飞行力学和高温真实气体

流动等高速空气动力学的前沿课题研究 年他积极响应当时中国科学院全院办校
、

所
、

系结合的号召
,

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高速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 他将高温气体的热力

学性质
、

统计力学和气体动力学三者相结合
,

编写了 《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 》讲义
,

并亲赴中

国科技大学讲授 该讲义虽未公开 出版
,

但却是一本较早的高速高温物理气体动力学专著
“

文化大革命
”

期间
,

林 同骥和夫人张斌女士遭受到无端 的
、

残酷的迫害
,

林同骥受到极大

的冲击
,

然而再大 的压力也不能使他舍弃对科学事业 的执著追求
,

人造卫星回收方案
、

射流理

论
、

小曲率半径喷管跨声速流动理论研究等工作都是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年代中期
,

刚被
“

解放
”

的林 同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的防热研究

利用现有成熟的火箭发动机与条件进行材料烧蚀与热匹配试验
,

为远程导弹弹头在再入大气层

条件下选择合适的材料与结构
,

试验任务复杂艰 巨
、

协作面广
、

时间紧
、

技术难度大
,

这种试

验当时在中国还是第一 次 在林 同骥指导和亲 自参加下
,

在较短的一年半时间内
,

克服重重困

难完成了试验任务 年飞行试验
,

从遥测与落点勘察证明弹头经受了飞行试验的考验

有关工作 曾分别获得全 国科学大会成果奖
、

国防科委二等奖和 国家发明四等奖 为表彰他对我

国国防事业 的贡献
,

年
,

他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发的
“

献身

国防科技事业
”

荣誉证章

自 年代末到 年代初
,

林 同骥在分析 了力学发展 的新趋势后认为 从学科发展上看
,

一些基本性 的流体力学 问题
,

如分离和旋涡运动的研究 己刻不容缓 从应用上看
,

流体力学除

结合航空航天技术外
,

应积极开展新兴 的
、

基础 的
、

应用面较广的分支学科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

上
,

他提 出实验研究与理论研究必须密切配合
,

通过小型实验设备
、

先进 的测试手段与理论分

析紧密结合
,

进一步认识一些既复杂又基本 的流动现象
,

以形成 自己的研究特色 针对航空对

大型飞机提 出跨声速巡航和对战斗机跨声速机动飞行 的要求
,

林同骥把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点

移向跨声速流动
,

并着重研究 八场 份 附近 的内外流动问题 年
, “

无粘跨声速流场分

析
”

一文作为特邀报告
,

林 同骥 出席了第一届亚洲流体力学会议
,

并应邀赴美国康奈尔大学
、

洛杉矶加州大学和加州理工学 院讲学

年代起
,

考虑到我 国海洋资源开发 的长远需要
,

林 同骥组织并投入海洋工程力学的研

究 以海洋油气资源开发为背景
,

他主持 国家科委六五攻关项 目
“

工程力学 中若干重要 问题研

究
”

和七五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
“

海洋工程中的力学 问题
”

研究 为经济安全地设计建

造海洋平台和有效地进行油气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

也推进了海洋工程力学这一新兴力学分支

学科的发展

他亲 自主持设计
、

建造 了我 国第一座 型振荡水槽
,

着重研究振荡流中粘性旋涡 的形成
、

演变
、

相互作用
、

流动图谱转换等流体力学确定中极为关注的基本流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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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 力学发展努力奉献

几十年来
,

林同骥在潜心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为我 国力学学科的发展努力奉献 他多次参加

制订学科规划
、

确定重大科技项 目等工作 他一贯积极支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在 年的力

学规划会上
,

他力荐谈镐生先生主持开展新的力学交叉学科分支如生物力学
、

环境与海洋
、

计

算力学等方向的研究
,

在力学研究所成立了基础研究室 为了给环境力学 的开拓发展探路
,

他

不顾年老体迈
,

亲赴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源头处实地考察 年代末 年代初
,

他提出应开展

分离与旋涡
、

两相流动
、

流动显示等方面的研究 年
,

在 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全体会议

上
,

他与钱学森
、

钱伟长
、

庄逢甘等许多著名专家一起
,

向国家提出了开发海洋 的重大建议

作为一位科学家
,

林同骥深知基础研究对 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意义
,

为使 国家基础研

究得到支持和发展
,

他积极参与建议 国家设立 自然科学基金制度 他作为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理

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

为学科设置
、

学位制度 的建立健全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多年来
,

林同骥为推动我 国力学学科的发展
,

积极开展 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 年
,

周培源先生与他率领中国力学学会代表团
,

出席了第十五届 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大会 此后
,

作为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理事会成员
,

他为中国力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做 了许多工作 年
,

他和周培源先生一起
,

同 日本和印度的力学家共 同发起定期召开亚洲流体力学学术会议
,

以促

进亚洲地区力学界的学术交流 他还积极组织了中国力学学会
、

中国航空学会的恢复活动
,

以

及支持成立空气动力研究会
、

出版力学学科的学术著作和刊物

林同骥在中国力学学会恢复时期担任学会秘书长
,

后又任副理事长和 《力学学报 》主编
,

他大公无私
、

着眼全局
、

严格认真和谨慎细致的作风受到全 国力学界的敬佩和赞扬 为了打开

国际交流渠道并争取应有的地位
,

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辛勤耕耘
,

培育科技人才

林同骥深深懂得国家要兴旺
、

科学要发达
,

人才是关键 他多次谈到
“

郭永怀所长生前

说过
,

我们老一点的要把年轻一代培养出来
,

为他们做辅路石子
”

几十年来
,

他辛勤耕耘
,

为

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林同骥对中青年 同志学术上严格要求
、

思想上循循善诱
、

生

活上关怀备至 在他指导下工作过的同志都有共 同的体会 他既是严师
,

又是亲切 的长者 自

年代末国家恢复学位制度后
,

他注意发挥中青年骨干 的作用
,

成立 了研究生指导小组培养学

生
,

也起到了学术上取长补短的作用 年
,

他被评为中国科学 院优秀研究生导师

他看事业重如山
,

视名利淡如水 他常说
“

工作成绩是踏踏实实干 出来的
,

不是争来的
”

他总是超负荷地工作
,

在任何情况下
,

他都始终坚持以主要精力从事科研第一线 的工作 他治

学严谨
,

学风正派
,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他始终认为在抬学中
“

对科学 的热爱
、

献身和勤奋是最

重要的
,

科学上的成就与所花的精力和时间成正 比
” ,

几十年来
,

尽管个人生活道路几经坎坷
,

他始终一往情深
,

潜心科学研究
,

为国家为人 民默默地作出奉献

年 月 日
,

林同骥逝世于美国
,

终年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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