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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年园地

　　1955 年，我毕业于黑龙江省宁安一

中，同年考上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

学习二年。因中苏关系破裂，1957 年转

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运筹学专业。

1958 年，清华组建工程力学数学系 , 我被

调到该系计算数学专业。这个专业的培养

目标是：为尖端科学培养计算人才，将来

服务于高技术、研究工作及国防事业，学

制六年。除计算数学的基础和专业课外，

还增加了弹塑性力学及理论物理等课程。

普通物理课是由物理教研室主任刘绍唐教

授讲授，我们和工物系一同上课，实验做

到中级物理。毕业设计有一个半学期，我

由赵访熊教授指导，具体负责教师是俞盘

祥。赵访熊教授从如何查阅国内外资料讲

起，给了我们完整严格的训练，记得答辩

时，他要我用结式方法计算一个高次代数

方程的解，我将矩阵写错位一行，没算出

正确结果，至今记忆犹新。这件事给了我

深刻教训：做事一定要注意细节，决不可

马虎大意。在学校还有上机实习，我完整

地完成了这个过程，在 103 机上编程并算

出准确的结果，这些为我到九所工作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在清华学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独立工

作能力的训练。毕业设计是个完整的训

练，题目下达后，从国内外资料的调研开

始，到选择具体要做的题目，做题中的问

题，老师都给了及时准确的指导。例如：

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科学院某项研究的

一个定理假设和结论相矛盾，告诉了俞老

师，俞老师肯定了我的看法，之后说朱幼

兰也发现了这一点。在写论文过程中，指

导教师在如何将研究成果提炼成定理，及

论文的写法等方面都指导得及时准确，这

为我在核武器研究所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整个毕业设计过程让我们在充分发

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的基础上，获得了良

好的工作能力和方法的训练，使我能在毕

业后的工作岗位上，很快适应工作要求，

进入角色，做好工作。

　　1963 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二机部

九院九所，即邓稼先任所长的核武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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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8 月上班后，我被分配到 Monte-Carlo

（又称随机模拟方法，是一种模拟真实物

理过程的方法）组工作。组长是 1957 年

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副组长是中科院计算

所调来的。其余有三个搞物理的，6 个搞

数学的，共 12 人。组内提倡钉子精神 ( 每

天工作到晚 11 点 , 节假日不休息 )。全组

都努力奋斗，我也一样努力工作，争取早

日突破原子弹和氢弹。组里先对新到毕业

生授课，讲物理知识和本组工作，让我们

读三本书：Monte Carlo Method，《初值问

题的有限差分方法》，《二维流体力学计

算论文集》( 英语 )。还进行了外语考核，

我的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都超过了规定的

笔译量。我大约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读

完了那三本书。

　　 接 着 给 了 我 一 个 题 目， 用 Monte　

Carlo方法求解第一个原子弹的某个问题，

数学上这是一个用 Monte　Carlo 方法解非

定态中子输运方程的问题，我用了一周时

间，就完成了全部框图。然后又开始读书，

组长看我读书，问我题目怎么样了，我说：

做完了。当时不懂得及时汇报，组长约定

个时间，查框图，查完后，没有问题，编

程（手编指令程序），用 104 机（1 万次

/ 秒）计算，共算了 90 多小时，算出了

结果。期间，在研究室内交流，我报告了

我们的工作，在报告中我从理论上证明了

Monte　Carlo 计算与非定态中子输运方程

的一致性 ( 当时国外只证明到定态 )。我

们的计算结果被所里拿去，作为邓稼先向

总理汇报第一个原子弹的数据之一，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成功，

验证了我们计算结果的正确。

　　1964 年 10 月 16 日原子弹试验成功

后，开始了氢弹的攻关。我们组承担了

某项目设想的计算工作。数学上，是用

Monte　Carlo 方法求解光子（辐射）输运

方程。由计算康普顿散射截面开始，最后

解输运方程。在调试辐射输运方程的计算

程序时，我们多花了几周时间，主要是因

为长期工作，疲劳，框图检查不够，这是

以后工作的重要教训。

　　到 1965 年下半年，物理上氢弹的研

究已有突破。接下来，需要用计算机完成

计算，从而选择做实验的模型。组长领下

了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氢弹的任务，

他报告了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的物理

模型和计算方法，报告中他说，用 Monte 

Carlo 方法计算，从物理上讲，只能做到

一级近似。接着讨论，我提出异议，我说，

既然是一级近似，不如用差分方法，差分

同样是一级近似，但计算快得多。这是在

清华念书时，老师教的一个基本规则（在

满足精度条件下，用最少计算量的方法计

算）。过了几天，组长找我，给了我物理

模型的公式，要我写计算方案。我接过来，

用一周时间，完成了计算方案。这个方案

含有：组长给的物理公式推导、计算模型、

差分格式、计算模块及计算顺序，全部由

我一人完成。由别人检查后没有错误，我

在组里作了报告，之后由 4 个人编程，很

快就通过了。1966 年上半年，去上海计

算了大量模型。1966 年底，作减当量实验，

实验模型是由我们组给出的，实验结果

和我们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1967 年的

全当量实验，模型也是由我们组给出的。

此后我还参加了一维反应前和反应后的

计算等。

　　我于 1979 年为解决家庭两地分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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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离九所到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工作。

　　回顾这一段工作，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以后，核武的计算工作已完成了一

维的反应前和反应后的计算，到氢弹时，

只剩一个二维辐射流体力学的计算。九所

有多组，多个名家在作这项工作，最后是

我们组完成了此项工作，计算方法工作是

由我完成的。我完成了母校对本专业培养

目标的要求。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点：

　　一、清华大学的六年学习，给我打下

了坚实的计算数学、物理和力学的基础。

　　二、九所严格的学风给了我良好的训

练。我作第二个题目时，是由江泽培（当

时他和周光召同为副主任，是北大概率方

面的二把手，一把手为许宝 ）负责，江

先生的治学严谨给我的印象极深，他说许

先生几个满板的板书推导无错误，他对下

面报告的每个细节，都严格把关。一次搞

物理的张国平讲了一个积分结果，他要我

核实，我计算完了，告诉他对了才算过去。

对于辐射输运中计算的抽样方法（减少计

算量的关键）他精心研究，给出新的抽样

方法。

　　通过氢弹计算的成功，我总结了一个

在应用领域作计算的规律：彻底弄明白你

要解的问题内容或过程，要做的问题的每

个细节，之后再研究或选择一个最佳的解

决方案。这一方法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基

本上全部成功。

友情长存

——为清华毕业 50 周年聚会而作

冬去春来匆匆步，五十周年一瞬临。

青春似水东流去，迎来白须银发人。

曾忆少年同学时，清华园中育经文。

如今已到夕阳年，往夕友情仍长存。

2013 年春

清华园颂

荷红柳绿水涟涟，林木隽秀碧空蓝。

莺歌燕舞丛中戏，书声琅琅随风传。

西区馆堂亭阁美，东区现代楼宇连。

人间仙境犹如是，钟灵毓秀清华园。

诗二首

○秦　鹏（1963 无线电）

刘德明学长荣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
业部荣誉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