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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故事

琴瑟和鸣中的弧光闪烁
—潘际銮院士的清华档案故事

吴霜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潘际銮（1927.12.24-2022.4.19），江西瑞昌人，著名焊接工程

专家、教育家。1944 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8 年毕业于清

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1953 年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并留校

任教。1955 年回到清华大学创建焊接教研组。1980 年当选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械工程

系主任。1992 年至 2002 年受聘担任南昌大学首任校长，2011 年起

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潘际銮院士是我国焊接学科

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 50 年代末

与 60 年代初，他率领团队成功

完成了清华大学第一座实验核反

应堆铝池壳的焊接，与企业合作

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真空电子束焊

机，成功地制造出我国第一根 6

兆瓦移动电站的燃气轮机压气机

焊接转子。他完成的电弧控制技

术于 1984 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

等奖，1987 年受聘担任我国自行

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焊接顾问，

2008 年又率领团队完成了我国第

一条高铁“钢轨焊接质量控制”

项目。这些创新性成果推动了先

进焊接技术装备在国家重大工程

中的应用，引领和带动了国际焊

接工程科学发展。他还曾荣获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科技成就奖、中国焊接学会最高

荣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被

授予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

劳动模范等称号，两次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1977 年、1997 年

分别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潘际銮先后向清华大学档案

馆捐赠了他的著作、手稿、文

章、证书、奖章、奖牌、卡证等

近 400 余件珍贵资料，以及与

其夫人李世豫骑行了 8 年的“网

红”自行车。在潘院士去世之

后，李世豫老师及清华大学机械

系向档案馆再次捐赠他的实物资

料，有 1985 年国家科技进步特

等奖纪念杯、核反应堆铝池壳试

验件、文房用具与书法手迹等。

这些资料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

史料和学术价值，对传承清华文

化、弘扬科学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因为少年勤学，从西南联大

毕业留校任助教那年的潘际銮才

刚刚 21 岁。1950 年，潘际銮被

教育部选派至哈尔滨工业大学机

械系攻读研究生，师从苏联著名

的焊接专家普洛霍洛夫博士。

教书育人 楷模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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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的指导下，他选择了当时焊接技术非

常重要的前沿研究项目——焊接中的热烈

纹研究课题。从此，他与焊接结缘 70 年，

为中国焊接事业做出了许多开创性成就。

1952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创建了我国

第一个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

研室代理主任，开始筹建焊接实验室，后担

任哈工大焊接教研组首任主任。1955 年夏

天，潘际銮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

焊接教研组，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

创建了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他长期从事焊

接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推动了中国焊

接研究事业的发展和人才队伍的健康成长。

当时，建立首批焊接专业时全部采用了

苏联原版教材与参

考书。在这些苏联

原版焊接专业书籍

中，潘际銮共保存了

63 本 并 已 全 部 捐

赠 给 了 清 华。 这

些 书 籍 也 成 为 我

国 焊 接 专 业 创 立

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在 档 案 馆 库 房 里， 存 放 着 一 件 长

65cm、宽 50cm、厚 10cm 的铝制部件。这

是一件曾长期摆放在潘际銮办公室的核反

应堆铝池壳试验件，它的背后，凝结着潘

际銮先生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更承载着

清华老一辈科学家忘我奉献的家国情怀。

上世纪 50 年代末，为了冲破国际核垄

断，清华大学决定以工物系为主自行设计、

弧光闪烁 勇攀高峰

潘际銮西南联合大学学籍卡（1944）（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潘际銮保存的俄文专业书籍《干线输送管和储藏焊接与装置》（1953）

潘际銮团队制作的核反应堆铝池壳试验件（1960 年代）

潘际銮“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纪念章（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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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因此，潘际銮要求每个人

必须严守岗位、密切配合，各项

操作必须严格执行规定的工艺要

求。在他的带领下，团队从零开

始，用三年多时间创造了几千米

焊接无气孔、无裂缝的奇迹，完

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

就在大家沉浸在胜利喜悦的

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几

位学生把庆祝标语贴到了焊好的

大铝池上，结果浆糊中的防腐剂

与铝发生了化学反应，造成铝池

严重腐蚀，迫使大家不得不拆

潘际銮荣获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证书和五一劳动奖章（1985）

潘际銮团队研发“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获国家发明一等

奖证书及奖章（1987）

制造一座核反应堆。其中的铝制

反应堆池壳，以及热柱、屏蔽

试验孔道、热交换器等部件，均

由潘际銮率领的焊接专业师生

团队负责生产并到现场安装。

核反应堆工程十分庞杂，内

有 17 种工艺系统、几千套电气

与机械部件，其中，放置堆芯

和高纯冷却水的铝制大水池需

要承载 50 吨水，深达 8 米。为

了满足防腐蚀的特殊要求、保

证焊接质量，部件大量采用铝

材和不锈钢的焊接结构，并采

用一种特殊焊接工艺——氩弧

焊。同时，为了杜绝放射性水

的泄露，全部焊接缝都必须用 X

光严格检验，不容丝毫差错。

这样巨大设备的氩弧焊接当

时在国内还没有先例。潘际銮团

队从提纯氩气做起，并就完善氩

弧焊工艺做深入实验研究，为了

防止铝材污染和表面氧化，还在

车间内设计了一个超净工段。铝

板经过酸碱处理，清洗后需立即

送到超净工段并在两小时内完成

补、返工。这次事故深深地教育

了那些对潘际銮苛刻严格的工作

作风有抵触心理的同学，使他们

懂得了潘老师的良苦用心和保

持严谨科学作风的真正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潘际銮率领

团队研制开发的“新型 MIG 焊接

电弧控制法”荣获了国家发明一

等奖。这是我国科研成果的最高

奖项之一，也是我国高校首次获

得的国家发明奖一等奖。而这项

科学研究成果的起源，则是清华

焊接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在七八十年代，我国压力容

器爆炸事故频繁，为国家造成了

严重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这

种事故的罪魁祸首即是制造容器

时的焊接缺陷。双面焊接是保证

焊接质量、避免事故发生的主要

办法，但焊工需要在 100-200 摄

氏度的高温容器中进行背面焊

接作业，工作环境十分恶劣。

在这种情况下，潘际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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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际銮中文专著

《现代焊弧控制》手稿（1998）

“永磁履带自主全位置爬行式弧焊机器人的控制方

法”发明专利证书（2005）

年逾八旬的潘际銮仍在率领团队致力于爬行式弧焊机器人及爬行式气电立焊机器人研发

队下定决心：要研制出一种提

高焊接电弧工艺性能的控制方

法，并开发一种只需要在正面

作业就能实现背面形成焊缝的

方法。这就是“新型 MIG 焊接

电弧控制法”诞生的初衷。他们

针对传统脉冲 MIG 电弧焊存在

的问题与矛盾，大量搜集同时期

国外最新研究资料和动态，转变

思路，深入探究，最终开辟和发

展了焊接电弧控制理论新领域，

并实现了改善压力容器焊接工作

条件与有效提高焊接质量的目

标。这项技术在国内外业界中有

很高知名度，获得广泛好评。

这只是一个开始。实现大型

结构件的焊接自动化，用先进的

自动化焊接技术把艰苦工作的焊

接工人从恶劣的工作环境中解放

出来，更是潘际銮矢志不渝的目

标。从 1997 年焊接机器人雏形设

计诞生，潘际銮团队克服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在 2006 年成功研

制“无轨导全位置爬行焊接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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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打破了国内外均无类似技

术的空白。这是国际焊接领域中

的首创，也成为大型结构件在工

地实现自动化焊接的强大武器。

在清华焊接馆实验室墙上，

潘际銮写给团队的话赫然醒目：

70 年牵手，风雨兼程。1950

年，潘际銮与李世豫相识、相恋

在清华园。不久，潘际銮主动申

请赴哈工大深造，而这一走就是

5 年。在异地恋的第二年，李世

豫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当同

学们得知她找了个焊接专业的男

友，都有些不解：“焊接工不就

是焊自行车和洋铁壶的行当么？”

面对同学们的不解，李世豫

也忍不住写信问潘际銮为何要选

择焊接专业。潘际銮回信说：“别

宁静致远 琴瑟和鸣

潘际銮手迹

看这个专业冷门，但它对国家建

设的作用大着呢！世界上约有一

半的钢材需要焊接才能成为可用

的产品，一辆轿车约有 7000 个

焊点，一架飞机约

有 25 万个焊点和

250多米的焊缝。

这个专业的研究

对将来的国计民

生很重要！”

潘际銮回到

清华园后，两

人终于走入婚

“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团结合

作，共同战斗；只求贡献，淡泊

名利。”年轻的老师、学生路过

时，总会抬头望一眼这殷殷的嘱

托。这句话也被潘际銮写在了自

己的笔记本上，也许这就是科

学精神在他心中的最精炼表述。

潘际銮与李世豫合影（1950）（清华大学档案馆藏）

姻殿堂。然而，对于李世豫来说，婚后生活似乎比异

地恋还要苦一些。在一次访谈中，潘际銮讲到：“家

里最艰苦的时候是何时我都不知道，生三个孩子时我

都不在她身边，甚至都记不起孩子们是哪天出生的

……年轻时甚至都没有一丝愧疚。”“我这一生只干

了一件事，只爱了一个人。我取得的成就背后有老伴

的功劳，没有老伴，我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谈起一辈子的过往，李世豫却说：“他既然是一面红

旗，我就不能拖他的后腿。他只能往前走，不能后退。

年逾八旬的潘际銮载着夫人李世豫在清华园内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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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做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正是有了夫人

的全力支持，潘际銮才能在事业上心无旁骛，投入

到研究的世界里。

2007 年，在潘际銮院士 80 岁寿辰纪念会

上，他的博士毕业生送给他一辆日本电动自行车

作为生日礼物。从此，清华园的林荫道上多了

一道这样的风景：夕阳下，年逾八旬的潘院士

乐呵呵地蹬着半旧的自行车，夫人李世豫坐在后

座上，空气仿佛都变得温馨而甜蜜……这辆潘

院士骑了 8 年的自行车，也被他捐给了母校。

2017 年， 潘 际 銮 在 九 十 寿 辰 之 际， 把 家

里的老照片都翻出来，偷偷制作了一本相册，

作为六十周年钻石婚的礼物送给老伴儿。对于

不怎么浪漫的老伴儿悉心送上的礼物，李世豫

笑道：他从来没有送过我花什么的，一心扑

在他的工作上，送个相册已经够进步的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潘际銮夫妻俩的生活

中没有鲜花钻戒，没有香车豪房，有的只是不

离不弃、相濡以沫，宁静致远、琴瑟和鸣……

潘际銮的电动自行车和捐赠说明

潘际銮与李世豫钻石婚纪念相册（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