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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记者   宋陈宇

学术大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是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和最高终身荣誉，代表着我国科学家的最高学术

水平；每年评选不超过两名，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奖的国家最高科技奖，也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培养了无数学术大师的清

华大学，获选院士与获得最高科技奖的人数在全国高校中亦遥居领先地位，这些学术大师中的每一个人 , 其学术成就与华彩人

生都足以独立写一部传记，但是限于篇幅，我们挑选出其中为各个学科的奠基、为国家学术人才的培养做过突出贡献的院士以

及获最高科技奖的学术大师做一简介。尽管片言只语，管中窥豹，读者亦可领略他们的风采。

两院院士
两院院士作为全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当选不仅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其培养学校的荣誉，是衡

量一所高校人才培养能力的重要指标。“水木清华，钟灵毓秀”，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曾在清华学习或工作的两院院士已

达 460 名（其中有 14 名为双院士，不做重复计算，详见表，另包括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5 名）。他们为国家科教事业的发展

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清华校友综合统计

全国院士总数 校友院士总数 所占百分比

中国科学院
1141

( 不含外籍院士 )

303

( 不含外籍院士 )
26.6%

中国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部
64 22 34.4%

中国工程院
831

( 不含外籍院士 )

144

( 不含外籍院士 )
17.3%

合  计 2036 469 23.0%

其中双院士 34 14 41.2%

华罗庚（1910～ 1985），数学家。年轻时刻

苦自学，1930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苏家驹

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一文，

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的重视，仅初中毕

业的华罗庚被破格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1936

年被派往剑桥大学访问。曾任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

他的研究集中于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自

守函数论、多复变函数论等领域，并取得突出成

数学物理学部

“人民数学家”——华罗庚
他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蜚声中外的数学家；他写的课外读物曾是中学生们

打开数学殿堂的神奇钥匙；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到处都留有他推广优选法与统筹法的

艰辛足迹。

就。1956 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

从 1960 年起，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

优选法，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创造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培养了王元、陈景润

等数学大师，为祖国数学学科建设作出杰出贡献。

1990 年和王元共同获陈嘉庚物质科学奖。

1985 年 6 月 12 日，华罗庚应邀在日本东京大

学作学术报告时，不幸心脏病突发倒在讲台上，结

束了他为祖国数学事业贡献不止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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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训（1897～ 1977），物理学家。1920 年

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5 年获美国芝加哥

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大物理学系

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

长等。

吴有训毕生从事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是中

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早在

“开物理学研究之先河”——吴有训

叶企孙（1898～ 1977），物理学家。1918 年

毕业于清华学校，1923 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

位。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西南联大理学

院院长等职。

叶企孙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和奠基人，

在物理学研究方面有两大重要成果。一是用 X 射

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 h，得出当时用 X 射线测

定 h 值的最高精确度，其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多

年。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

的磁导率的影响，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

“物理学界一代宗师” ——叶企孙

他是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驱，身高一米九零，威严正气；他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科

研机构的负责人，是著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的导师，是我国“导弹之父”

钱三强的启蒙导师；他长期在清华执教，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两院院士。

他是我国物理学界的第一代宗师，慧眼识英雄，聘请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提携华罗

庚来清华工作，推荐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留学美国；他长期掌舵清华大学物

理系与理学院，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

20 世纪 20 年代，对证实近代物理学中著名的康普

顿效应作出了重要贡献。30 年代在清华大学继续

从事 X 射线对单原子及多原子气体的散射等研究，

创造性地发展了多原子气体散射 X 射线的普遍理

论，得到国内外科学界普遍赞誉。他在教学中以一

贯严谨执教而著称，培养了大批科学建设人才，其

中有些已成为中外知名科学家。

他创办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从 1926 年起先后

主持物理学系 10 年。期间广纳人才，注意聘请非

清华毕业的教授以吸收各校之长。实行“理论与实

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

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

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重要贡献。由于其教

育和引导，许多抗战前物理系毕业生和助教成为知

名物理学家或其他学科专家。在国家“两弹一星”

功臣中，有 13 位和他有师承关系，如王淦昌、赵

九章、钱学森等。

“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周培源

他是我国物理学界的泰斗，曾和爱因斯坦同处一个研究室；他拒绝美国高薪聘请，

明确提出不做美国公民；他亲自参与三峡工程的可行性研究的视察，培养了一大批科学

人才，推动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周培源（1902～ 1993），力学、理论物理学家。

1924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8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理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西

南联大理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等。

周培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主

要从事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中的

引力论的研究，是湍流模式理论奠基人。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

论班，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

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建国后，他从事高校教学与

领导工作数十年，为发展中国现代科学教育事业，

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促进世界和平等作出了杰出贡

献。

抗战期间受校长梅贻琦之托，安排学校南迁，

尽心尽责。晚年积极支持开展国际间合作与交流，

他是国际科学与和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有“和平

老人”之美誉。

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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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界的泰斗”——杨石先

他在我国化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作为“南开五贤”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继张伯苓校

长之后在任时间最长、威望最高的一位校长；他被著名学者柳无忌誉为“纯真的学者，

正直的君子”。

杨石先（1897～ 1985），有机化学家。1918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31 年获耶鲁

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南开大

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等。

杨石先为我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

基人和开拓者，长期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20 世纪 50 年代初，第一个在中国倡导有机农药化

学研究，开始合成一系列新植物激素，在我国农药

研究工作中起了带头作用。60 年代初创建南开大

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系统研究了有机磷杀虫剂、

杀菌剂、除草剂及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高效农药，填

补了国内化学界多项空白，将我国农药研制工作推

向新水平。他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摘录农药

资料卡片 10 余万张，负责主编、撰写了一系列有

关有机磷化学、有机农药化学方面的著作，在国内

外享有崇高声誉。

在 60 多年教育生涯中，杨石先呕心沥血，为

我国培育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由他培养选送出国的

就有 200 多人，其中很多人取得优异成绩。

“近代生物学之泰斗” ——秉志

他是我国近代生物学之泰斗，经历丰富，入学前已是秀才，后考中举人，又是第一

位获美国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他学识广博，触类旁通，涉猎极广，其学术成就在国际

上具有重大影响。

秉志（1886～ 1965），动物学家。1909 年考

取清华学堂游美学务处选送的第一批留美生赴美留

学，1918 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

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等。

秉志为我国近代生物学的主要奠基人。研究

领域广泛，在昆虫学、神经学、动物区系分类学等

领域均有许多开拓性工作，对进化理论深有研究。

1915 年与留美同学组织了中国最早的群众性学术

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刊行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

《科学》。

1921 年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等

师范学校生物系。1922 年与胡先等共同建立我国

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为中国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并任第一届理事

长，并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生物学家。

“遗传学之先驱”——陈桢

他是我国遗传学之先驱，首次证明鱼类孟德尔式遗传；他领导清华大学生物系短期

内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

陈桢（1894～ 1957），动物学家。1918 年毕

业于金陵大学，1921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

位。曾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生物系教授兼主任、

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等。

陈桢是我国近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

生物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重视利用我国特有动物

为材料，长期从事金鱼遗传与变异的系统研究，首

次证明鱼类孟德尔式遗传，为金鱼的遗传育种开辟

了一个杂交和选择的新途径。充分论证了我国金鱼

的品种与起源，1954 年发表的《金鱼家化史与品种

形成的因素》代表了当时我国进化论发展先进水平，

成为我国此方面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他是我国

较早的现代生物学教育家，所编著的《复兴高中生

物学》与《普通生物学》长期被选为教材使用，影

响数代人。1946 年，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经

他亲自认真组织和妥善安排，生物系的教学和科研

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内外同行所瞩目。

化学部

生物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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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奠基人” ——汤佩松

他是蜚声国际的植物生理学家；他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定下了发愤图强，学成报国

的宏愿；他为国培养了大批科学人才，鞠躬尽瘁。

汤佩松 (1903～ 2001)，植物生理学家。1925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30 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

授、农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等。

汤佩松长期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与教学，是

我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首先

证明细胞色素氧化酶在植物中的存在，40 年代与国

外学者同时证明碳酸酐酶在叶绿体中的存在。他与

王竹溪分析了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被国际公

认为植物生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50 年代后

提出了高等植物呼吸代谢多条路线的论点，并扩展

到太阳能的生物学转换等方面。在植物生理学的教

学和研究工作中，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

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 年当汤佩松年满 80 岁时，国际性刊物《植

物生理学年鉴》特约他撰写了一篇回忆录，刊于该

杂志之首。该刊从 60 年代开始，每年都特约一位在

植物生理学方面贡献卓著、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写一

篇这样的论文，迄今为止，我国只有汤佩松一人获

此殊荣。

技术科学部

他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和教育家，对中国机械史的研究作出了开拓性工作；

他毕生致力于工科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培育了中国几代科技人才，桃李满天下，为祖

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堪称教育界的楷模，刘少奇、李富春等开国元勋都曾是他的学生。

刘仙洲（1890～ 1975），机械学家和机械工

程教育家。1918 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

事长等。

刘仙洲长期从事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是中

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研究的创始人，并积极从事农业

机械的推广和中国农业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研究工

“近代第一位机械工程专家”——刘仙洲

作，对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机械作出了贡献。

1933 年，开始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

定义并统一了汉语机械工程名词。在教育上，倡导

“工读协作制”的教育思想，自编我国工科大学第

一套教科书，奠定了我国机械工程教育的基础。担

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和第一副校长达 14 年。著有《机

械原理》、《热工学》、《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

“桥梁工程界之泰斗” ——茅以升

提起我国的桥梁建筑史不得不提到他的名字，他是我国多座著名大型桥梁的主持建

造者；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非常信任，修建北京人民大会堂时，周总理亲自指出要有他

的签名来保证。 

茅 以 升（1896～ 1989）， 桥 梁 工 程 专 家。

1916 年考取清华学校专科公费赴美留学，1919 年

获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任杭州钱塘江

桥工程处处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等。

茅以升为我国土力学的开拓者，杰出的科普

工作者。20 世纪 30 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

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设计、组织修建了

一座基础深达 47.8 米的大桥，是中国自己设计并

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铁路、公路两用桥，成为中国

桥梁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55 年，担任另一

座更大规模的现代化桥梁——武汉长江大桥的组织

设计工作，并创新多项技术。在工程教育中，始创

启发式教育方法，致力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杰出

的桥梁工程专门人才。主持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30

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

贡献。为了阻断敌人南下，茅以升受命炸断了亲手

建造的大桥。抗战胜利后，他实践誓言，又主持修

复了大桥。建桥、炸桥、复桥，茅以升始终其事，

克尽厥职。

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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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电子学奠基人”——孟昭英

他是享誉世界的无线电专家，曾经创造了最小真空管和产生最短微波波长的世界纪

录，其事迹被美国新闻媒体广泛报道；他的关于雷达研制的科研成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他为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科发展贡献毕生精力，带领其走向辉煌。

孟昭英（1906～ 1995），电子学、物理学家。

1928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6 年获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

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等。

孟昭英是中国无线电电子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在微波电子学、波谱学、阴极电子学诸领域均作出

重要贡献。20 世纪 30 年代在美国用自己研制的仪

器产生 1 厘米波长的连续振荡，这是当时得到的最

短波长，开启了微小电子管新方向。1943 年在美

国发展测量波导中抗阻的精确量度法而获专利。

1962 年转向阴极电子学研究，发展了“光照测量法”

测量阴极温度，至今仍在使用。

孟昭英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首届系主任，为

了改变当时我国真空电子器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

现状，他为系里增设了电真空专业并在充实教材、

增建实验室和培养师资上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同

时还以他对国际电子学科发展动向的敏锐感，使清

华大学于 1956 年率先建立了半导体专业；微波、

通信、雷达等较为传统的专业也都把当时国际上的

最新学术成果引入教材并相应地增强实验手段。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国学大师”——汤用彤

他、吴宓，再加上陈寅恪，是历史上有名的“哈佛三杰”, 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

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国学大师钱穆与他是知心朋友，

对其评价为：“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钝儒之典型。”

汤用彤 (1893～ 1964)，哲学史家、佛教史家。

1916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18 年留学美国，获哈

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

哲学系主任、文学院代理院长。

汤用彤毕生从事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史的

研究与教学工作，是我国十分罕见的学贯中、西、

印的大师，在这三方面都有独到的造诣和重大的贡

献。通晓梵语、巴利语等多种外国文字。他广搜精

考事实，系统地研究了中印文化交流和融汇的历史，

总结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依据历史的经验和规

律，对出现在国人面前的中西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状

况及趋势进行了高瞻远瞩而又切中时弊的考察，提

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成果

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开辟了中国佛教

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汤用彤一直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使命。抗

战艰苦年代，忍受着失长子一雄、爱女一平的巨大

创伤，教学、著述从未间断。他对同学教诲不倦，

面无忧容，从不戚戚于贫贱，也不汲汲于富贵，既

有着超脱玄远的境界，也时刻关心国事，对当时的

贪官污吏，发国难财者深恶痛绝。

“哲学大师”——冯友兰

他是 20 世纪国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辩名析理”同西方近代的

逻辑分析巧妙结合，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开创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新局

面，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1895～ 1990），哲学家。1915 年入

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 年赴美留学，后

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

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

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等。

冯友兰长期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在哲学思

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自成体系。在 20 世纪 30

年代，著有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取材胜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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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论著，后作为大学教材使用。

抗战时期，出版了《贞观六书》（《新理学》、《新

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

知言》），探讨了自然、社会与人生的关系，构成

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建国后又撰写了《中国

哲学史新编》（7 册），出版了《三松堂全集》（14

卷）。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

重大贡献。 

冯友兰始终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在支撑着

他：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

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

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借此，

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学问，埋首著述，潜心整理中国

传统文化，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熔铸古今，会通中西” ——金岳霖

他的一生，是复杂的也是单纯的，是传奇的也是寂寞的。著名学者张申府先生提出：

“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金岳霖（1895～ 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

1914 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

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创办人之一。

金岳霖长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

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

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

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逻辑》、《论

道》、《知识论》，凭这 3 本著作奠定了他在哲学

界的地位，其中《论道》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

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

创性的玄学著作”；《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

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影响深远。

金岳霖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自 1926

年起到清华大学任教，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只有他

一个老师，也只有一个学生，号称“一师一生一系”。

尔后的三十多年里，他不但一手办起了清华大学哲

学系，而且培养了这方面的许多大家，桃李满天下。

用同事汪子嵩的话说：“一直到 1952 年，清华哲

学系的学生都是金先生的学生，或是学生的学生。”

外籍院士

在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 、姚期智 5 名为清华校友。

 “20 世纪世界级几何学家”——陈省身

他少年时代即显露数学才华，在其数学生涯中，几经抉择，努力攀登，终成辉煌。

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数学界的发展，被杨振宁誉为继

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

陈省身（1911～ 2004），数学家，美国国籍。

1934 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1936 年获德国汉堡

大学博士学位。曾任西南联大算学系教授、美国普

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美国国立伯克利数学科

学研究所首任所长等。

陈省身为 20 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在微分几

何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是 Gauss 与 E.Cartan 的继

承者与拓展者。他关于 Gauss-Bonnet 定理的证明，

堪称经典之作。关于微分纤维丛理论的建立与陈示

性类的引入，使微分几何与拓扑学两个不同分支融

为一体。除微分外，其数学贡献涉及数学多个领域，

使 20 世纪后半期的现代数学面目一新。

他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奖 (1975)，沃尔夫数学奖

(1984)。著有《整体几何和分析的研究》、《整体

微分几何的研究》等。

陈省身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每年都回国主持工作，培育新人，只为实现心中的

一个梦想：使中国成为 21 世纪的数学大国。

学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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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始于 2000 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主要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

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学技术工作

者，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 2 名。迄今为止，已经有 6 位清华校友获得这一殊荣。

黄昆

黄昆（1919～ 2005），物理学家、教育家。1944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

获硕士学位，1948 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所长等职。

黄昆是我国固体物理学先驱、中国半导体技

术奠基人。在固体物理学领域进行了开拓性工作，

并取得多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20 世纪 50 年代

与合作者首先提出多声子的辐射和无辐射跃迁的量

子理论，即“黄 - 佩卡尔理论”。首先提出晶体

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动模式及有关的基本方

程，被誉为“黄方程”。40 年代首次提出固体中

杂质缺陷导致 X 光漫散射的理论，被誉为“黄散

射”。与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玻恩教授合

著《晶格动力学》一书，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在

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期间，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

个半导体物理专业，为中国信息产业培养了第一批

人材。另外他还主持本科生教学体系的创建工作，

并著有《固体物理学》教材。

荣获 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金怡濂

金怡濂（1929～），高性能计算机专家。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是新中

国第一代计算机人才。现任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金怡濂是我国巨型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先后提出多

种类型、各个时期居国内领先乃至国际领先的巨型

计算机系统的设计思想和技术方案，并组织科技人

员共同攻关，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成果，为我国

高性能计算机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

巨型计算机之父”。所研制的“神威”巨型计算机，

每秒运行速度达到 3840 亿次，它的出现曾一度令

世界惊讶。目前“神威”机在天气预报、药物研究

平台等多个领域发挥巨大作用。通过科研实践以及

带研究生，他为国家培养了上百名优秀科技人才，

有的已成为工程院院士。

荣获 2002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刘东生

刘东生（1917～ 2008），地质学家。生于辽宁省沈阳市。1942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

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曾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名誉所长、一级研究员。

刘东生是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近 60 年从事地学研究中，在中国的古脊椎动物学、

第四纪地质学、青藏高原与极地考察等科学研究领

域中，特别是黄土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

1958 年，他从黄土地层研究中根据黄土与古土壤

的多旋回特点，发现第四纪气候冷暖交替远不止四

次，发展了传统的四次冰期学说，成为全球环境变

化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奠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

回学说”。 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贡献，

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他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有

些人已经成为我国地球环境科学研究的骨干。

荣获 200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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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志

王永志（1932～），火箭技术专家。1952 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1961 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曾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863 计划”载

人航天工程研究组组长等职。

王永志毕业后谢绝了前苏联导师的挽留，毅

然回到祖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和

学科带头人。领导和主持过 6 种新型火箭的研制，

无一败绩。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持完成了

“长征二号 E”大推力捆绑火箭研制任务。研制时

间仅为 18 个月，使中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实

现了巨大突破。2003 年 10 月 16 日首次载人航天

飞行圆满成功，实现载人航天的历史性突破。

他热爱祖国，将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既

是技术总负责人，又能充分发扬民主，将一大批热

爱祖国、技术过硬的科技人才团结在一起，继承和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了一支优秀的航天科

技队伍。

荣获 200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笃正

叶笃正（1916～），气象学家。1940 年获西南联大理学学士学位，1943 年获浙江

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48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大气

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等职。

叶笃正毕业后放弃了美国优越待遇，毅然回

国奉献。在近 60 年的科学生涯中，在大气动力学、

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

等领域成就显著，被公认为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全球

变化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近年来，一直从事如何利

用全球变暖的正面效应、降低负面效应的研究。

2003 年，他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

同年获得了国际气象界的“诺贝尔奖”——国际气

象组织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荣获 2005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征镒

吴征镒（1916～），植物学家。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 1942 年进

入西南联合大学理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师从我国植物形态学和植物系统学的开拓者张

景钺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

吴征镒为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从事植物

科学研究已逾 60 年，专长植物分类地理学和药用

植物学。论证了我国植物区系的三大历史来源和

15 种地理成分。组织领导了全国，特别是云南植

物资源的调查。其主编《中国植被》是植物学及农、

林、牧业生产的权威著作。

他提出了“东亚植物区”的概念，还提出了

被子植物起源“多系—多期—多域”的理论。1999

年荣获号称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

奖”，成为世界第 7 位，亚洲第 2 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吴征镒的兄长分别是著名医学家吴征鉴院士和

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铠院士。五个兄弟中，有三位

院士，一位著名文史学者、戏曲学家吴白陶（征铸），

以及资深工程师吴征莹。

荣获 200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学术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