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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人物简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按姓氏笔画排序）（其中14位曾就读或任教于清华，以下用红字表示）：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开始在北京大学物

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60年底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热核武器物理中一系列基

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长期领导并参加核武器的理

论研究、设计，解决了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从20世纪70 年代起，在倡导、推动若干高科

技项目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

科学院院士。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博

士学位。 

1964年领导和参加了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液体火箭发动机的研

制工作。领导组织了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把“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准确地送入地球同步转

移轨道，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国际发射服务零的突破。

江苏省吴县人，1915年生，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毕业

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开拓与发展了靶场光学测

试技术、激光技术及太阳地面模拟等国防光学技术领域。他对国家光学技术领域的长远发展规

划的制定，研究方向、研制任务的确定，技术基础的建议等方面，做了大量筹划决策、组织领

导和技术指导工作，并积极倡导建立研究——发展——小批量生产一体化的体制。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

我国早期从事火箭技术研究的组织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

箭、生物火箭和高空试验火箭的技术负责人，倡导并参与发展无控制火箭技术和回收技术两门

新的学科。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

箭的技术方案。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45年

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1957年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领导设计、建成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了堆物理试

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他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

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参与组织领导中国历次原子弹、氢弹的试验，为

“两弹”技术突破及其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

院院士。1958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

1967年前，先后领导和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液体中近程弹地地导弹与液体中程弹

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工作。1967年后，开始从事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在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卫星总体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的修

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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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2008，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

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

位。

20世纪50年代，用国内富产元素锰、铝等代替短缺的铬，研制苏联40X低合金钢的代用

钢取得成功，对建立中国合金钢系统起了开创作用。20世纪60年代，承担“甲分离膜的制造

技术”任务，组成第十研究室，于1964年试制成功并投入使用。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2000，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1957年，他对卫星进行无线电多卜勒频率测

量，计算出卫星的轨道参数，该方法成为以后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

之一。他还参加了我国回收型遥感卫星的测控系统方案的设计和制定工作，为我国十几颗遥感

卫星成功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

冶系毕业。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

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及核武器的发展研制工作中，主要领导组织了核装置爆轰物

理、炸药和装药物理化学、特殊材料及冶金、实验核物理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工作。组织并参

加了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以及核装置球面同步起爆的方案制定和研究，在较短的时间

内，攻克了技术难关，实现预期结果。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2006，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

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1~1942年任教于西南联大。

领导和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姿态测量系统的研制。他是空间技术分系统的设计

师，领导研制的返回式卫星姿态系统及数据分析指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指导研制为原子

弹爆炸试验所需的检测技术及设备等重大科研项目。

湖南省长沙市人，1929年生，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物理系，1957年赴前苏联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在粒子物理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世界公认他是赝矢量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20

世纪60年代初开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工作，领导并参与了爆炸物理、辐射流体力学、高温高

压物理、二维流体力学、中子物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许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

果，为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2009，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

学，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他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

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

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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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

钱学森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7年生，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

学院院士。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后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硕士学位。

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

保证了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他是研制长征二号E大型捆绑式

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屠守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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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慧
女，山西人，1914年生，物理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6年

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

工作。在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和超高能

核物理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成

果。丈夫是中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

20世纪40年代在德国发现正负电子能量几乎全部交换的弹性

碰撞现象。在法国与钱三强等人合作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并首先发现

了铀的四分裂现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赵忠尧
浙江诸暨人，1902~1998，核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

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

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并入清华大学任

教。1927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留

学，获理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核物理特别是

硬γ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

重要成果，为我国核物理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1930年最先观察到γ射线通过重物质时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

射。

唐孝威
江苏省无锡人，1931年生，原子核物理及

高能物理学家。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主要从事原子

核物理、高能实验物理、物理学与其他学科的

交叉领域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1960年参加“两弹”研制，是确证中子点火

技术成功的第一人。1966年突破氢弹技术，他

是判断并证实我国氢弹原理成功的第一人。20世纪70年代中参加

“一星”工作，在北京进行中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舱内空

间辐射剂量的测量。

黄祖洽
湖南长沙人，1924年生，核物理学家理论

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0年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研究生毕业。主要从事核理论、中子

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

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

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

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

来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及浸润相变理论及噪声在随机系统

中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

江苏省金坛市人，1917~1983，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

学院。

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

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

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

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1992，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学习，获博士学位。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

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前苏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组织科学家联合攻关。早在

1960年即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

制成了氢弹。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1968，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35年北京大学

物理系毕业。1938~1939年在西南联合大学半工半读。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

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

士学位。

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领导和组织爆轰力学、高压物态方程、空气动力学、

飞行力学、结构力学和武器环境实验科学等研究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钱骥

钱三强

郭永怀

除国家公开表彰的23位元勋外，还有很多科学家为“两弹一星”事业殚精竭虑，为新中国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

不乏清华人的身影，因篇幅所限，本刊仅选择4位科学家做简单介绍（以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