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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欣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

年，有66年党龄的我，真是心潮澎湃、

激动万千！记得1955年在江苏省南菁中学

高中毕业前，我作为优秀生加入了党组

织，1956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六年

制），1962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

研究院工作直到退休。

20世纪60、70年代，我在青海221核
基地工作，参加了新疆戈壁滩现场的两弹

试验。80年代在四川902基地为筹建核物

理与化学研究所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担任

课题负责人，建成全所计算机网络系统。

90年代在绵阳九院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

作，担任中物院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兼

党支部书记等职，曾获国家特殊津贴、优

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称号。

近60年的工作生涯中，我始终不忘母

校的教诲，履行了一个清华人的责任，下

无问西东  奉献一生
○缪  桂（1962 届无线电）

面算是我的汇报。

投身原子能事业

我是1962年7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

电系（后改为电子工程系）。我爱人华欣

生1961 年下半年从苏联留学回国，1962年9月
30日我们在北京北太平庄的九院结了婚。

毕业后，我立即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原名九院）报到，被分配到老三室，

室领导是胡仁宇、赖祖武。马上又被安排

到北京中关村原子能所（11室），室领导

是李整武、谢家麟先生，参加毫微秒脉

冲加速器的合作研制项目（国内属于空

白）。我被分配研究设计毫微秒脉冲加速

器探头部分，属于脉冲中子源范畴，为冷

热试验标定工作服务。对于核物理技术缺

乏的我，难度太大。当时正处于九院初创

时期，没有经验可借鉴，只有加班加点，

埋头苦干，白天上班时间到图书馆查找

有关资料，晚上在办公室苦苦钻研到深

夜，乘31路11点的末班车回家。第二年，

我们转到北京郊区房山坨里原子能所二部

（401所，现中核总原子能院）工作，离家

就更远了，一星期只回一次家，来回十分

辛苦。但我们都意志坚定，一心要把“争

气弹”搞上去。正如陈能宽院士描述：

“八百年前陆放翁，一生但愿九州同。

1962 年 9 月 30 日 , 缪桂学长（左）结婚照

地将这项技术交由苏联专家带回苏联。我

感到非常自豪，我们终于解决了红旗轿车

的技术关键难题，拓宽了汽车工业发展的

道路，为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但我仍然没

有忘记当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要

永远跟党走，继续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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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章夜读精神爽，万里西行意气浓。”

转战金银滩 

1964年下半年，我们到了青海金银滩

草原的221厂，我被安排到实验部老九室

六组(研制冷热核试验用的核电子设备)。
九室主任是林传镏，副主任是方澄兼六

组组长，汪源浚是副组长。我到六组报到

后，领导又立即任命我当六组副组长。六

组是一个人数较多的大组，有五十多名科

研人员。方澄是位女同志，但是她是一位

很有个性的女强人，领导有方，稳重有

加，智慧超强，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她

还是朱光亚院士在西南联大的同届校友，

听说在长城脚下17号打炮工地，参加试验

的唯一女同志就是方澄。她不辞辛苦，工

地的许多电子仪器设备，包括信号放大

器、电源等，方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参

加了多次冷试验。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

经济困难时期，17号工地在野外，风沙弥

漫，只在荒坡上搭起一个小帐篷给方澄

住，她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工作。

一到组里，方澄立即分配我参加当时

核试验场地596L需要的电子设备研制。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九

院立即抓紧氢弹硏制的各项工作，596L是
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核试验。于是我紧

张地投入到毫微秒脉冲放大器的研制（当

时国内尚属空白），参加该项目仅我和伦

茂予两人。要研制十台毫微秒放大器，可

当时我国的示波器最快的只有20兆频宽，

要测看毫微秒信号困难重重。我们用了不

到一年的时间研制出该设备，为国家核试

验瞬发高能伽马时间谱测量项目所需的纳

秒脉冲放大器做好了准备。

因去场地执行任务名额有限，方澄决

定让我去执行场地试验任务，我也领悟

到这是政治任务，坚决服从。1966年5月9
日进行了塔爆热试验，我院在距爆心500
米处建了一个很大的半地下工号（663工
号），1000米处也有一个地下工号（664
工号），1500米处也有一个地下工号，这

三个工号都有密闭的屏蔽门，里面均是指

令遥控测试用的仪器设备，示波器、放大

器、电源、同步仪及照相设备，等等，每

个测试站的顶上都装有许多探测器对着爆

心。我们制作的毫微秒脉冲放大器安装在

663和664两个工号里，高能伽马项目还附

有一个深7～10米的探头屏蔽工号。我要

在500米、1000米处来回跑，一个人负责

两个工号的所有纳秒放大器的安装、调

试、维护及回收等工作。当时九院测试队

队长是唐孝威（1952届物理），他特别强

调：“每一项工作必须按周总理十六字方

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

万无一失’，确保近区热测试工作一次成

功。”副队长林传镏一再嘱咐要以“老三

篇”的精神做好工作。

最使我难忘的是去戈壁滩路上，要翻

越天山，车在山间颠簸，人在车上摇晃，

风沙弥漫，日夜温差约有50多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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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在茫茫戈壁滩，参试人员喝孔雀河的

水，又苦又涩。所谓食堂就是用席子围起

来的一块地，几根木条就是吃饭用的凳子

和饭桌。对此，张爱萍将军曾写过一首豪

情满怀的诗，用“饥餐砂粒饭，渴饮苦水

浆”来形容当时的场景。

1966年12月28日，我国又进行了一次

非常重要的氢弹原理试验（629塔爆）热

试验，我再次被选拔去负责该两工号的纳

秒放大器的安装调试维护。队长唐孝威一

再强调确保热测试工作“一次成功”，使

仪器设备处于可控状态，等待核爆炸“零

时”的到来。该次热试验非常成功。1967
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空爆氢弹

试验。经过这两次亲身参加场地核试验，

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热爱祖国、无私

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

勇于攀登”的两弹精神。

在邓稼先院长领导下

1969年10月，由于战备需要，我们从

青海金银滩转移到四川绵阳安县山沟（二

所老点），住进干打垒的房子，厕所和用

水都在走廊外共享。这里紧靠龙门山脉脚

下，阴雨连绵，气候潮湿，一年内仅有两

个月的日照时间。刚到山沟时，要自己上

山捡柴，做煤饼。工作地点离家很远，还

要上下山路，非常不便。日常生活上更是

不易，那时什么都要票证，每月仅供应人

均半斤肉，还要到较远的太平镇才能买

到。但是大家精神面貌依旧，非常乐观，

一心为事业，无怨无悔。

我先被分配到二所老点201室（次临

界实验室），要求尽快恢复从老家221厂
搬迁来的设备装置，开始从事反应堆次临

界仪器调试维护。可是从221厂搬过来的

设备装置很多都不正常，当时组里有薛锡

刚、张同恕等同志，我配合大家抢修仪器

设备，最后大家终于把所有控制室的电子

设备修好了。当时院所内仍然处于“文

革”时期。院新领导邓稼先曾来我室召开

基层干部会，鼓励大家要把冷试验工作做

好，因为这对我院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邓院士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有一次

我在北京出差，在花园路六号大门口碰到

他，他主动热情地关心我们的工作，了解

我在干什么，像长辈那样鼓励我，使我深

受感动。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领导又要我

调离201室，专门组建计算机网络方面的

专业组。组内先有梁晓蓉、胡汉珊和我，

又陆续增添新大学生有谢敏、陈忠、谌缨

等，任务是针对当时所里急需建立理论计

算和实验核数据处理的多功能计算机系统

（丘比特系统）。安装调试整个系统实属

不易，我们加班加点，不仅技术问题多，

人员稀缺还多属改行，需有极为细致的敬

业精神。当时我的工作压力非常大，加上

家里老奶奶脑梗长期卧床急需照料，孩子

正在上小学，爱人工作繁重长期出差戈壁

滩试验场地，无法顾及家庭。所以，我不

但精神压力大，而且身体虚弱，但我没有

被压垮，每天还是工作到深夜。最终在所

领导的关怀下，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二所

的计算机网络系统终于建成，为核物理和

化学实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设备和手段。

多次转行 攻关新课题

由于家庭的实际困难，爱人华欣生又

被调往梓潼院部，在院里上班，差不多每

月才能回家一次。1988年底，领导照顾将

我临时调到绵阳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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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所），所长是张震。当时，院所领导

接到重庆三军大医院的求助：有一套德国

进口的医用计算机系统出故障，无人敢

修，紧急求助西南计算中心（即我院十二

所）帮助解决。于是，领导派我和谢敏奉

命去执行这一不同凡响的任务。三军大军

医告诉我们，他们多次请了德国技术专家

来修理，都没解决问题。

我俩一到重庆三军大，便不分白天黑

夜紧张地工作，其要害在于考验我们对计

算机软硬件的功底如何。我们花了三天三

夜时间，终于找出了故障，解决了问题，

三军大医生们欣喜若狂。故障解决时是午

夜两三点钟，医生们非要请我们去吃重庆

火锅。当我们回到绵阳，所领导高兴地

说，你们为九院及西南计算中心争了荣

誉，非常棒！之后，我还参加了我院上海

嘉定神光装置氙灯数据采集系统的研制，

获得了专利；以及军转民项目纸浆浓度工

控项目的研制。

院里要求所里筹建计算机网络室，并

委任我担任计算机网络室主任，我们经过

不断努力筹建了院里早期的网络室，在实

践中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网络专家。对全院

计算机网络以及绵阳市很多单位计算机网

络工作，我们都提供极大的支持和服务，

作出了很多开创性贡献。

在十二所工作期间，我非常怀念的还

有院老领导王淦昌院士（1929届物理），

他以身许国的崇高理念，因国家需要从杜

布纳调到九院从事两弹研制，作为实验物

理学家不仅对核武器、核试验测试技术精

湛，而且对计算机工作很关心，他曾几次

来十二所视察，也很关心我的工作和家

庭。有一次他来科学城基地，住在老招待

所，通过所机关找到我，他十分亲切地和

我交谈，我向他汇报了我们的工作。这样

的大科学家如此平易近人，每当回忆起来

真是感慨万千。

于敏院士也是我崇拜的大科学家，他

夫人孙玉芹更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挚友，每

次出差北京，只要孙大姐知道我在北京，

她一定会拉我到她家里去，并招待我在她

家吃饭，于敏院士非常热情健谈。1999年
9月，九院老科学家黄祖洽院士（1948届
物理）受邀来绵阳科学城视察讲课，领导

安排华欣生陪同黄祖洽院士和夫人张蕴珍

女士，我们一起顺游九寨沟。黄祖洽院士

和张蕴珍女士非常平易近人，不但在学术

问题上有远见卓识，在为人方面也给人一

种神清气爽的感觉。他们都给我留下极其

深刻的印象。90年代时，中央军委副主席

刘华清上将到我院视察，我很荣幸地作为

中物院唯一女科学家代表，参加了会见并

合影。

我在九院工作已近六十载，由于事业

需要，我多次转行接受重要科研课题，我

认识到唯有创新探路、不断前行、无私奉

献，甘当无名英雄，才能铸国防基石，做

民族脊梁，这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座右铭。

20 世纪 80 年代末，缪桂（左）陪同

王淦昌院士参观九院计算机研究所大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