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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甘共苦团队集体的，功劳是从开始上学

到博士毕业教育我的全体老师的，一切荣

誉属于伟大的母校——清华大学。一滴水

在大海里可以耀出雪白的浪花，映照太阳

的光辉，但它离开了大海，就会干涸、消

失。大海就是母校，大海就是祖国，我只

不过是小小的一滴水，是广阔无垠大海的

层层排浪，托扶着这滴水，推动它不停地

向前。

这是作为清华大学的学子向母校交出

的答卷。我衷心祝愿母校的每位老师、校

友，永远健康，终生幸福，尽情享受社会

繁荣、科技进步带来的快乐和成就，豪情

书写富强中国、美丽神州的壮志和情怀。

见证我国计算机事业走向世界之巅 
○石钟伍（1957 届电机）

我于1952年从上海考入清华，在电机

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学习五年，1957年

毕业至今已有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我

一直从事电子计算机研制行业，见证了我

国电子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从无到有，从

少到多，从低到高，达到世界冠军。2016

年11月14日，在美国盐湖城公布的新一

期TOP500榜单中，我国“神威·太湖之

光”计算机蝉联冠军，峰值性能达3.168

万亿次每秒。回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

1957 年企七班毕业照，右 2为作者

1957年我去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报到，一看大门口挂牌，

竟然是“西苑大旅社”，进去3号楼就是

工作场所，我感到很惊奇。后来了解到，

当时我国电子计算机是空白，无机无房。

1956年我国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明确将发展与“两弹一星”直接

配套的计算机列为国家紧急任务。由华罗

庚任筹委会主任，严沛霖代主任，后任计

算所所长，先集中后分散，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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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部、总参等单位合作先成立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并租用西苑大旅社3

号楼作为办公和实验场地。

报到的还有第一期计算机训练班的毕

业生，当时全国大学还没有建立计算机专

业，1956年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合作开

办了计算机训练班，有数十人 ，参加了

我国第一台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他们

都是后来我国计算机领域的骨干。

1958年，计算所正在开展我国第一台

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它叫DJS-2，平

均每秒运算一万次，是第一代电子管计算

机。据“先仿制，后开发”方针，DJS-2

按苏联科学院的大型计算机仿制，由北京

电子管厂生产。领导安排我参加该机电源

系统的研制，它是多台马达发电机系统

配大型铅酸蓄电池组构成。我们先去北京

城市设计院搞设计，我承担了马达发电机

系统控制屏的设计，制作了整套蓝图，又

抱着蓝图去北京开关厂投产，很快发电机

组和控制屏在机房安装起来，连上蓄电池

组，DJS-2电源系统运行起来了，这就保

证了DJS-2的调试。计算所新大楼盖好后，

在新机房，DJS-2的计算机柜子摆成U字

形，蔚为壮观。1959年10月1日研制成功，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条喜讯。

1960年，计算所筹备工作完成了“先

集中”任务，开始“后分散”安排，分配

相关人员去各单位，我分到了一机部华北

计算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给我一个任

务，107 计算机（电子管）的电源系统研

制，组织五人小组，我没有采用DJS-2的

方案，而采用完全创新的方案，用一台

400周波发电机组，加磁放大器稳压电源

和电子管稳压器，系统体积缩小，性能稳

定，此系统作为我所报国防科委的成果。

接着就是承担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108甲

机的电源系统研制，我们采用了一台400

周波发电机组供电的晶体管稳压电源方

案，保证该机稳定可靠的运行，在使用现

场经受了地震的考验。

1961—1966年，我在计算机科研实践

中感知到我国计算机进入自主研发创新阶

段。华北所自主研发了多台第二代晶体管

计算机，例如108甲机、108乙机、108丙

机，中科院计算所自行研制成功交付使用

的109丙晶体管计算机等，哈尔滨技术工

程学院独立研发的441B晶体管计算机。

我国计算机已由仿制转为创新：第一，具

备了研制计算机的人才队伍，他们是通过

DJS-2、DJS-1仿制培养出来的，除了第

一期计算机培训班，又办了第二、三、四

期，一共培训了684人 ，清华大学等大学

开办了计算机专业，华北所的计算机基本

队伍就是来自这些方面。第二，具备了研

制计算机的物质条件，像中科院计算所、

华北所的科研大楼、工厂都已盖好，计算

机配套的元器件、外部设备等已能供应。

第三，中央下达有关自然科学政策十四

条。还记得1961年6月的一天，我们到人

2014 年校庆，电机系企七班部分在京同

学聚会，左起 : 沈梁、赵元康、王景章、许道

荣、刘秉寰、石钟伍、翁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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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会堂听了聂荣臻元帅报告和十四条传

达，受到了极大鼓舞。华北所很快进行了

贯彻，1962年搞了“五定”，即定方向、

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等。

1964年所长让我担任计算机电源研究室的

技术领导，为我所承担研制的计算机配置

电源系统。这个阶段的计算机大部分是晶

体管计算机，主要研究可靠的晶体管稳压

电源，都圆满地完成了研制任务。

1967—1977年，国内一些领域对计算

机提出各种需求，如果每台计算机都要特

定设计研制的话，工作量就不堪重负，因

此大家就想到了通用计算机，以不变应万

变。1973年在华北所进行了200系列计算

机的联合设计，华北所、北京有线电厂、

北京大学等15个单位参加，220,240,260三

档系列机操作系统向上兼容，还落实了集

成电路和外设的配套。1973年5月，四机

部在清华大学召开100系列方案论证会，

与国际兼容，自立设计。我国计算机走上

了通用机、系列机的发展方向，形成批量

生产，是第三代小规模组件计算机。

华北所电源室不但保证了通用机、系列

机配套的电源系统，而且有创新突破，例如

高可靠的磁性稳压电源，可控硅稳压电源，

还有同事也是清华工企毕业的宋述及，大胆

创新的低压电机稳压系统，简单可靠，用在

了7010计算机系统。特别是我室胡文波做出

了用大规模集成控制电路芯片的20KH晶体

管开关电源样机，具有国际水平。

80年代初，微型计算机在国际上逐步

发展起来，通过参考资料，参加学术活

动，我感到微型计算机将是计算机发展的

重要方向，于是写了一篇文章以引起重

视，后来登在华北所内刊上。机遇不负有

心人，1982年有新加坡华人想要和我国合

作开发高档微机系统，在北京看了几家，

最后选定华北所。经过商定，共同开发16

位多用户微机系统NCK-86，生产小批量

100套。这个项目经电子部和计算机局批

准执行，华北所就把此项目下达到由我筹

建起来的微机研究室。新加坡华人派来澳

大利亚微机专家协助工作，引进散件，组

装调试，加温考机，用了半年左右时间就

完成了，达到电子部微机一级标准，列入

《计算机工业产品汇编二》。当时在国内

市场刚有一些引进的PC机，还没有见到

多用户微机系统产品，NCK-86是我国第

一台多用户微机系统产品。华北所和北京

市电信局电信科学研究所用NCK86研制成

114查号台半自动查号系统，通过720小时

稳定性和系统功能考核投入运行，提高了

查号速度和效率，减轻查号员已无法承受

的劳动强度，查号系统稳定可靠，已推广

到其他一些城市114查号系统。NCK用户

还有长春光机学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等多家单位。

80年代中后期，计算机如雨后春笋，

开发应用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银行业，柜员手工操作

已应付不了繁忙业务。一天，上级让我参

加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召集的华北所和科

学院计算所两家座谈，研讨关于银行电子

化问题。会间他说，不能再是秦砖汉瓦

了，让银行早日用上计算机。之后又参加

电子部计算机局“七五”国家重点科技攻

关项目会议，商议为加速银行电子化的一

些课题，如金融终端系统，金融系统业务

处理软件，沈阳市银行电子化试点工程等

五个专题，华北所、中科院计算所、南京

大学、深圳大学、734厂参加，由我负责

编写专题合同。为开展这些专题，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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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又让我筹建了华北所银行自动化研究

室，配齐了软硬件技术人员，全面展开专

题研究工作。我兼任金融终端系统专题负

责人，参照美国ISC公司的银行终端为样

机，进行了专题研究，克服种种难题，按

计划完成样机系统在天津工商行长期试

用，通过了各大银行代表参加的部级鉴

定，定名为太极金融终端系统，是第一个

国产银行终端系统。后来和长沙邮政储蓄

局合作开发邮政储蓄终端系统，实现了长

沙邮政储蓄电子化，还推广到湖南省的几

个城市。

记得在毕业典礼上，蒋南翔校长“为

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多年来时

时都记在心中。1993年退休后，我去深圳

又工作了4年，与深圳市邮电局合作开发

深圳邮政业务综合计算机网络系统。1998

年回北京后，协助欣庆阳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做了新疆伊犁州公安局的伊犁州指挥

信息中心网络方案；协助北京多星企业管

理咨询公司，设计华农集团公司语音/数据

网络；协助国家兴奋剂及运动营养测试研

究中心，做了“NT网络改造工程方案” 。

回顾工作历程，从研制各种计算机电

源系统，到研制微型计算机系统，到设计

各种网络方案，都需要掌握新技术，这就

要求自己不断地学习，还要发扬团队精

神，齐心协力，形成合力。我想我能比较

成功的完成任务，应该归功于母校的教育

和培养。             

清华情  桥梁缘 
○顾金钧 (1963 届力学 )

我出生在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江南水乡

苏州吴县，父母是大字不识的木匠手艺

人，父亲靠仅存的一只独眼艰苦做工，支

撑着全家的生计。我排行第六，哥姐们都

因家里经济困难只读了小学，唯一对我，

父亲下决心要我读书学文化。我在家乡读

完初中后，考入江苏常熟省中，十分幸运

地在1957年全国高招缩减的形势下，考入

了我梦寐以求的清华土木系，入校后又碰

到学校新设以培养国防火箭技术人才的工

程力学数学系，入选到动力学控制专业的

力305班。就这样，我从土木系转入力学

系学习。1958年，援华的苏联专家撤走，

我们全班又并入固体力学专业的力302

班，直到1963年顺利毕业。

毕业后，我先后在华东力学所、哈尔

滨力学所从事航空力学、抗震以及爆破工

程等专业的工作。“文革”开始后，别人

在“抓革命”，我则常在外出差“促生

产”，其间去过邢台地震、攀枝花钢铁

厂、西北火箭发射场等地，参与研究与设

计工作。我的工作性质需要长年在外出

差，记得有一次在从成都飞往昆明的小飞

机上，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失灵，乘务员通

知大家事故情况，要求大家作最坏的准

备，给每人发了一个小匣子，要大家留下

遗嘱。我呆望着小匣子，思绪万千不知该

如何下笔，也许是老天开恩，飞机发动机

又奇迹般地恢复正常，一场虚惊总算化为

乌有，我有幸躲过了这一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