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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先生诞辰111周年纪念日。应《力学园地》编辑部的约稿，曾在力学所工作多

年的王永光高级工程师依据自身的经历撰写了纪念文字，特此发布，以飨读者。

钱学森先生倾心为力学所培养工程师的助手

王永光 

　　我是195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科学技术学校的。那年是我们学校的第一次招生，一共招了193

名初中毕业生，设置有四个班，分别是电子、电工、机械、化学四个专业。当时确定学校的学制为三年，为力学

所培养中等专业的技术人员。我是一班的学生，班主任是梁耀德老师。 

　　我来到学校后，就得知学校是力学所的所长钱学森先生创导举办的。他非常重视这所学校，据说学校的培养

目标、课程设置等等都是钱先生亲自制定的。为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力学所专门拨款建设了学校的教学工

厂。此外，钱先生还安排他在力学所的秘书张可文来当教导主任，又把他的俄文翻译蔡汝奎派到学校来担任俄文

老师。科技学校的首任校长则由力学所的书记杨刚毅兼任，专职副校长是毛振涛是一位海军退役军官。 

　　当时力学科技学校的校址是在西苑的一栋旧楼里。在这个院子里，还有中科院电子所举办的电子科技学校。

为了便于管理，这两个技校在第二学年里就合并了，并由中国科学院干部局接管，改称“北京科学技术学校”，

学制也由三年改为四年（但不包括我们第一届）。中科院接管后，就新盖了一座漂亮的教学楼，记得学校还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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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漂亮的胸牌。校长则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务长罗有生调任，罗校长是一位可敬的长征干部。北京科技学

校共计存在了六年，后来合并到北京计算机学院，再后来又并入北京工业大学。 

图1 北京科学技术学校的校徽

　　在科技学校的三年学习期间，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钱学森先生亲自到校给我们讲话的情景。那是1958年10

月，入冬前的一个日子，钱先生给我们这些学生做了大约30分钟的报告。学校各级领导对这次活动做了非常细致

的安排，例如班主任梁耀德老师告诉我们一班的同学，我们不负责迎接和欢送钱先生的任务，但承担活跃气氛的

工作，因此按照次序坐在前排。梁老师则把我安排在讲台前第一排的通道右侧的第一座，并嘱咐我看他的手势带

头鼓掌。就是这个特殊任务，使我有“得”有“失”。所谓“失”，就是多多少少影响了听讲的专注力。但是我

却因此得到了和钱先生握手的机会: 钱先生讲完课走下讲台，我与同学都还在鼓掌中，但钱先生走过我面前时竟

然伸手示意和我握手！那时，虽感到突然而紧张，可我还是及时地伸出正在鼓掌中的右手与钱先生的手紧紧相

握！钱先生离开教室后，就有后排的好几位男生过来与我拉手，甚至包括我的左手。是啊，那时我们都是刚刚摘

下红领巾的学生。位于通道左侧的岳正心女同学当时就说：你跟钱先生握手后，你的脸特红……的确，我当时是

很激动的！现在回忆时，仍然记得那一时刻的激情。 

　　六十四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钱先生的讲话内容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到了力学所需要培养一大批工程师的

助手，而且讲到了四个专业在科研中没有优劣之分，它们是同等重要的。讲话的第二部分是讲人造卫星，因为苏

联在一年前（1957年10月4日）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他不仅讲了发射卫星的重要意义，还介绍了有关

人造卫星的科普知识。 

　　1961年，我校第一届毕业生有数十人分配到力学所工作，我与何蔚琅同学被分到了吴承康院士领导的十一室

三组，给大学生们做辅助工作。何蔚琅先是给洪传玉当助手，从事烧蚀速度的测量工作，后来又给顾世杰当助

手，从事表面温度的测试。我则被分到给王殿儒当助手，从事总焓测量工作。我们科技学校1963年四年制的第二

届毕业生中，孙玉林、程淑华也分配到三组。程淑华给邓振瀛当助手，从事热流测量工作。孙玉林则是在吴先生

的指导下，独立地承担起1000kw交流电机与920kw直流电机组的操作与维护任务。我感到孙玉林的这个任务，在

十一室三组团队中，要比我们多数中专生的测试工作更为繁重！满秀芬是1964年分配到三组的，在朱小光的小加

热器组里从事测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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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期间，吴承康先生领导的三组，承担钱学森先生在1961年亲自制定的102任务，从事导弹气动力问题研

究；到1964年又演化为28号任务，从事中远程导弹的热防护问题研究。吴承康先生对于各项工作，都是亲力亲

为，带领我们三组的全体同志自力更生、自主研制，建成了920kw电弧加热器，研制出十套高温测试装置。经过

全组同志的努力奋战，1964年底，对五种不同来流条件下的十余种弹头烧蚀材料做了大量的试验，在国内给出了

第一批有效烧蚀热的科学数据；1966年底，在改进后的电弧加热器上，又为五个协作单位进行了400多次的烧蚀

实验。因此，三组研究团队为我国中远程导弹的研发成功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到了1967年以后，三组又开始

了新的征程：为6405任务和910任务研制电弧风洞，先后开展再入大气层物理现象和再入通讯中断减轻技术的研

究，为洲际战略导弹的发射成功提供了科学支撑。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三组还在吴承康院士的带领下进入能源

领域，在节能和减排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三组的各项研究任务中，科技学校的毕业生

都起到了科学家的助手作用。 

图2 20世纪60年初建成的H3C电弧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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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吴承康院士在电弧风洞旁（图中示出了电弧加热器H4的外观）

　　回顾我在十一室三组当助手的经历，就是沿着钱学森先生在科技学校讲话中，为我们中专生所指出的道路前

进的。通过科研的辅助性工作，大大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所学所见也提升了我的工作能力。钱学森先生当年给

我们科技学校毕业生定位为“工程师助手”是十分恰当确切。现代力学研究，特别是和航天等尖端科技相关的工

作，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协同攻关方可取得成效。正是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全组同志不惧困难、奋力拼搏。

就说一件事情吧！记得那个时代，北京的电力条件很差，由于中关村电网的限制，我们的加热器只能在夜间运

行，而且都是安排在半夜里（晚上11点以后），那时北京的暖气供应也不足，到了夜晚实验室里很冷，可是没有

一位同志有怨言，都是任劳任怨地开展每一项试验。 

　　我们这些中专毕业生与研究组的大学生们也合作得很密切。例如，我所在的测量组是负责气流总焓测定的，

这是从事弹头材料有效烧蚀热的重要参数，这个探针要放置在温度千余度的高温气流里，不仅要能存活还要给出

数据。那时的研究条件很低下，没有什么先进的仪器仪表，测量压力就使用最普通的水银压力计，并通过人工记

录数据。留苏回来的王殿儒担任组长，负责理论分析和探针设计等。我作为组员，负责数据获取和仪表维护等。

他对我这个助手的指导十分悉心，到现在我还记得王殿儒教我如何正确地读水银压力计的情景：眼睛必须直视，

防止斜视出现读数误差，而且反复强调“读数减少误差是“头等重要”的！”从事总焓测量工作，让我的知识面

拓宽到热工测量，逐渐进入这个领域后，我也能帮助组里设计了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探针移动装置。王殿儒对于

学术的创新精神和严谨作风一直影响、鼓舞着我前进。直到2017年王殿儒到深圳开会时，我驱车86km赶到会场，

时隔多年再叙当年总焓测量的那一段美好时光，他告知我：当年做的总焓探针，美国是在1968年才见诸于刊物

的。回忆中，他很客气地几次提到我的助手作用…… 

　　在我们三组，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不可能在一篇文字里讲完。但是我永远记得，钱学森先生对我们科

技校学生们讲的“力学所需要工程师的助手”。就是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关于作者——王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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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王永光，高级工程师，1942年5月出生于河北邢台威县。1958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同年进入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科学技术学校学习，1961年毕业于北京科学技术学校，同年9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十一室三组工作。1978年进入力学所十七室工作并被提职为工程师，从“工程师助手”到“工程师”经历了

19年。在十七室由彭荣蕤牵头、与1963届科技学校毕业生王素兰一起，完成了“气动按摩床” 应用项目。该项

目的应用对象是瘫痪病人，他们在病床上必须每两小时翻一次身才能避免滋生褥疮。该气动床垫研发成功后，经

过中关村医院、海军总医院、天坛医院的病床病理论证，又在海军总院、天坛医院完成了长时间的临床验证。气

动床垫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力学所党委副书记蔺其中曾应邀到海军总院去听取了临床汇报。1988年调离力学所，

在中科院自动化技术研究所的开发办从事技术开发工作。1990年调入中科院声学研究所，主持与沈阳双喜压力锅

制造公司合作项目，开发出世界第一口电压力锅并获得鉴定通过，声学所副所长曾带队赴沈阳参加了沈阳市二轻

局召开的鉴定会。1992年转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所办公司，做开发工作。1994年该所办公司解散，进入课题组

做科研工作。1996年转到中科院的群星科技开发公司任总工程师，并获得了中科院院开发系统的高级工程师的证

书。1998年在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办理了提前退休的手续。2004年以匚式结构的发明专利与世界上最大的家电公

司“美的”签订了专利许可合同，开始以专家身份进入中国家电界，倡导以创新、标准化为导向，引领涉及压力

锅领域的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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