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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工程热物理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教授
王补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 8
月 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8岁。王补宣，
1922年出生于无锡藕塘乡，1943年毕业
于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
美国普渡大学深造，次年获得机械工程科
学硕士，同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任教。

幼经沧桑 立志报国

王补宣的童年是在动 与战 中度过

的。两岁时， 随家人在江 军 战中

小学时，亲身经历过“九一八”事

变及 对不 抗主义的 运动 在上海

读中学时，亲 目 了 界的 历史

后来还经历了“八一三” 抗战和抗日

战 。

动 的社会和 的国 在年轻的王

补宣心中 下了深刻的印记， 经 ，

历 辛的他即使在赴美求学期间， 时

刻关 着国内的动 。

“山 水 无路， 明又一

村”——1949年，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的前夕，王补宣 然放 了在普 大学

继续深造的机会，决定与祖国共命运。自

，王补宣一直奋战在中国工程热物理学

科研与教育的第一线，见证了国力

盛的发展过程。

硕果累累 不问功绩

王补宣是我国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卓越

开 者。他的学术研究 及热力学、传热

传质学、热物性、动力机械、能源系统规

划、热 环境预示和控制以及模 技

术等领域。他创立了高速流动 传热

理论，深化了多 介质热 理论与应

用技术，提出了能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规

划，发展了新型 控方法。

他不 是学术研究的开 者，更是学

科教育的开 者。20世纪50年代，王补宣

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工程热力学》教科

书， 了国内传热学方面的启蒙书——

前苏联 海 夫院士的《传热学基础》，

并创建了清华大学热工学教研组。

在参与国家十二年长期科学规划、筹

建“工业热工”专业的过程中，王补宣考

到国家经济建设需要和清华没有理科的

实际情况， 生了在国内创办工理结合的

王补宣：研教为本，“热”情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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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热物理专业的想法，以 强化物理

热学基础，培养创新热工研究的高层次人

才。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王补宣带领教

研组培养出国内首批热物理专业学生。

1960年，热物理专业首届毕业生走向

位，广受好评。

在化工领域，1963年王补宣带领热工

学教研组承担了四川化工 合成塔的技

术改造项目，面对苏联 走专家、所有设

计图 和说明书亦付 如的困境，他们用

3年时间创造了单塔日产量 的成绩，

被国务院列入当时的100项重大成果之

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补宣 其一生的精力，专 于我国

热科学事业的发展。年事已高的他 勤

地致力于学术，完成了《工程传热传质

学》和《工程热力学》两部著作。王补宣

在其长期的研究实 中取得了 多开创性

成果， 始终不问功绩、 名利、平

近人， 称一代学者 模。

殊荣在身 心无辉耀

王补宣获得过多项重要的荣誉及奖

励，包括1986年世界能源协会授予的“能

源为人类服务”大奖、1989年国家自然科

学三等奖、1998年何 何利科学与进步

奖、2010年亚 热物性会议终身成就奖、

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6年中国

传热传质首位终身成就奖。

即使有着众多荣誉，王补宣心中 的

还是 学子。2012年，王补宣90寿诞之

际，清华大学经其同意发起、设立了“王

补宣院士奖学励学基金”，用于奖励清华

大学能源动力及工程热物理领域学习成绩

和综合 质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资助

学习努力、学业合格、家庭经济困 的本

科生，奖励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单位该领

域的优秀青年学者，奖励传热学领域优秀

研究生，以及支持 四年一次在清华大学

召开的北京国际传热会议。

殊荣加身，王补宣 心无辉耀。作为

一名年长的“年轻党员”，在91岁高龄获

得“清华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时，他

说：“我没想到学校会给我这样的荣誉。

我没有作出 么了不起的贡献， 不过是

按照入党时的诺言， 我的一份力量做好

位工作，保证我接 的群众能够对党带

领我们所走的路怀有信心。这是一个普通

党员最起 的职责。”

桃李天下 朴实无华

王补宣将教书育人的 着精神 始

终， 教60余年培养了大量热工学领域优

秀人才。他们在我国各个行业和多个领域

担任领导和骨干，为我国热工学科发展和

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补宣的育人苦心，体现在无数的细

节之中。王补宣当年的学生、清华大学建

学院江 院士还记得恩师细致的批 ：

“当时我还是拿笔写的头一 物理性质

量的文章，王先生 一 都写满了批示，

1949年，王补宣（右1）与洪朝生（右2）、

范绪筠（左 2）、陈志忠（左 1）在普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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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式的 号，到 么样的表示方法，直

到文字、标点 号，让我学会了到 该怎

样做学问，怎样写文章，这样 我一步一

步地带入学术界。”而恩师的关切与支持

也持续到了江院士职业生涯的重要时刻，

在他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论文评 、博士

论文答 时，王先生都亲自出席，令其

终身 。

于王补宣而言，培养人才 已经成

为了一种超越职业的使命。 自身高龄担

心自己不能全程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业，给

他们带来不 ，王补宣本打算2002年后不

再亲自招收新的研究生， 是坚持参加工

程热物理研究所所有研究生的论文答 。

但是2009年 期，博士毕业留校工作的学

生彭晓峰教授 然辞世，王补宣立即主动

承担了他留下的5名博士生的指导工作，

其中还包括两位学业上存在一定困 的学

生，直到2012年最后一名学生顺利如期毕

业。博士生赵 杰还获得校级优秀博士论

文奖和“教育部学术新人”称号。

了学术上的指导外，王补宣还传

给了学生们 立的学者精神。热能系李

明教授回忆说，从他留校工作的第一天

起，王补宣就告 他要学会 立做事。王

补宣会 细 他们 改各种 报告和论

文文本，但从来不会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

为学生 取任何资源或名分。

李 明 佩道：“或 有人会说，王

先生是一个 不 合时 的人。但他是

一个地道的学者，我们都很佩服他。怎么

做学问，怎么做人，王先生确实给我们作

出了很好的榜样。”

（转自公众号《清华研读间》）

陈舜瑶学长逝世  享年 102 岁

清华大学1936级校友、清华大学原党

委副书记陈舜瑶同志， 病于2019年7月

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陈舜瑶，女，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1917年9月生于山东济南。1936年9月考入

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系学习，1937年12月

在长 时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1939年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统

一战线委员会文化组和南京中共代表团工

作。1947—1948年任 尔 市女中校长、

中教局局长，后在 尔 市委宣传部工作。

1949年起，历任东北团委宣传部副部

长、部长、副书记。1953年起，历任清华

大学副教务长、校长助理、党委副书记。

1961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

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1981—1988

年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顾问。

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全国政

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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