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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后干脆赔偿了一部分钱了事。

但是大庆人着急啊！装置一天不能正

常运行，就在流失巨大的经济效益。终

于，他们慕名请来了余国琮团队。余国琮

带着助手王世昌等人赶赴现场，对装置中

的一些结构进行了修改，对一些运行参

数进行了调整。结果，轻烃回收率不仅达

到原设计指标，还超过了预期。同时装置

的整体性能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整个大庆油

田都为之震动！自此，余国琮就成了著名的

“主刀医生”，专门给大型装置做“手术”。

余国琮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为我国

化工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劳。他的丰硕研究

成果，成就了世界上开展精馏基础研究最

为深入的学术机构之一，促成了为期近十

年的中英合作研究。在他的研究成果基

础上，催生了一系列应用技术，在我国化

工、石油化工、炼油以及空分等大型流程

工业中得到了广泛和成功的应用。

进入耄耋高龄后，余国琮依然不落征

帆，继续耕耘在科教园地。80多岁仍站在

讲台上授课，90多岁仍然伏案工作。

他这一生，漫长、充实，而得其所哉。

（转自《中国科学报》，2022年4月7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著名焊接工程
教育家和焊接工程专家、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潘际銮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
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潘际銮，1927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西

瑞昌，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并留
校任教。1950年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跟
随苏联专家进行研究生学习，后担任哈尔

追忆潘际銮老师
○陈丙森（1953 届机械）

滨工业大学焊接教研组首任主任，1953年
回清华大学创建焊接教研组，1980年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潘际銮
院士曾担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机
械工程系主任，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委员兼材料科学与工程评审组长、国际
焊接学会副主席、中国焊接学会理事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93年至
2002年受聘担任南昌大学校长，2011年起
担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
潘际銮院士1985年被北京市政府授予

“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5年获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6年
再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1977年、1997年分别当选为中
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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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际銮老师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但

他熟悉的身影每每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1953年从机械制造系金属切削加工

及工具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系领导

通知我准备参与新专业的筹备。不久，潘

际銮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向苏联专家学习了

三年后回到清华，于是系里组织了包括我

在内的几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向潘际銮学

习在清华筹建焊接专业。

尽管当时焊接这门技术已经发展成为

机械制造业的重要工艺，苏联已经有许多

高等学校都设有焊接专业，但是我们中国

对焊接这门工艺技术知之甚少，更谈不上

在高等学校中设立焊接专业了。潘际銮回

到清华就拿着苏联高等学校焊接专业的教

学计划，向我们这些年轻人逐一解释焊接

专业课程的大体内容，例如：接触焊（后

来改称电阻焊）、自动焊（后来改称埋弧

焊）等。

这时哈工大又邀请了两位焊接方面的

苏联专家。原来潘际銮在哈工大时就担任

焊接教研室的主任，哈工大希望潘际銮再

回去主持焊接专业的工作。经过清华和哈

工大两校协商，要求潘际銮将清华筹备焊

接专业的人员一同带到哈工大，在那里继

续完成清华焊接专业的筹建。潘际銮去工

作，我们则去学习。两年以后我们回到了

清华，并且续聘了一位苏联专家来清华工

作，同时在清华成立了“焊接教研组”，

潘际銮担任教研组主任。

清华大学1953年建立焊接专业时，就

开始招收第一批焊接专业的本科生。在潘

际銮的领导下，清华焊接专业没有照搬苏

联高等教育的模式，而是结合国家需要和

生产实际，走出了自己的路子。1958年

焊接专业第一届五年制本科生已经进入毕

业设计阶段，毕业设计尽可能采用了结合

科研或生产“真刀真枪”地进行。当时

北京市准备制造一套大型轧钢设备，而

那时北京市不具备生产轧钢机机架的能

力，我们提出了用国际上刚开始发展的

电渣焊方法把分段铸造的轧钢机机架焊

接成为整体。轧钢机机架最大的断面达

600mm×800mm，要把两端大面积的部件

一次焊接在一起，焊接时用电量很大。经

过北京市政府多方协调，我们在石景山发

电厂发电车间中借用一块地方进行电渣焊

试验。为了不影响北京市的供电，我们电

渣焊试验只能在半夜用电低负荷时进行。

当时自动化条件很差，也没有时间允许我

们做一些自动化的工作。试验一开始每台

焊机、每块板极送进都指定专人负责，为

了保证焊接过程的稳定性，实时调整焊机

工作状态等都需要有专人观察。潘际銮像

一个指挥员一样给出规定的各种信号，随

时协调，带领焊接专业的师生完成了试验

任务。为此，机械部、冶金部召开了现场

会议，并决定由清华焊接教研组组织两个

工作组分赴全国推广这项技术。为了介绍

这项技术，我们曾在焊接馆办了一个小型

展览，正赶上周恩来总理陪同金日成来清

华参观。金日成对此非常感兴趣，随后还

派出进修人员来清华学习。

此后，潘际銮又完成了清华核反应堆

的铝池壳的焊接工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为了冲破国际核垄断，清华决定以工

程物理系为主自行设计建造一座试验用核

反应堆，其中铝制反应堆池壳以及热柱、

屏蔽试验孔道、热交换器等部件均由焊接

专业负责生产，并最后到现场进行安装。

铝制池壳是反应堆的关键部件，池壳为

长圆形，长4m、宽2m、高8.5m。因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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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件可能和放射性有关，所以技术要求

苛刻，焊缝不能有一点气孔，不能渗漏，

并要绝对保证安全工作。铝池壳只能用氩

弧焊焊接，当时国内不仅不能生产氩弧焊

焊铝的专用设备，连合乎焊接要求的氩气

都不能生产。我们需要一切从头开始，从

制造焊接专用设备到提纯氩气，从制定焊

前工件清洗方案到摸索焊接工艺，还包括

为了焊铝时要求严格清洁的生产环境，我

们在大车间内专门建立了一个特殊区域，

最终在潘际銮老师带领下，师生员工共同努

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完成了任务。

在这一阶段，清华焊接专业还根据国

家需要完成了一些迫切的任务。例如：由

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中断了原来提供的

生产零部件，我们只能自行解决。长春汽

车厂生产中所用的大型锻模断供，潘际銮

率领了焊接专业的师生前往长春，采用堆

焊的方法解了燃眉之急。

从1958年到1960年，以潘际銮为主任

的焊接教研组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评

为全校的“红旗教研组”。校刊《新清

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曾经以

两页专版刊登了介绍焊接专业的文章。教

研组还曾经被评为1960年北京市的“先进单

位”，派代表参加北京市的“群英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但是潘际銮还是

利用有限的条件开始了新型焊机的研究。

这些研究为后来1984年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的“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

打下了基础。 

潘际銮作为我将近70年的老师，我感

受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善于学习  勇于创新

新中国的焊接工艺开始是从苏联学习

的，潘际銮就是最早一批向苏联焊接专家

学习的研究生，但是他没有被苏联的各种

技术所束缚。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

巴顿焊接研究所发明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

渣焊方法，但是1958年潘际銮就大胆地运

用板极电渣焊的方法焊接大截面的轧钢机机

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都感到惊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1960年去苏联

访问时寄回来的资料。在一个很短的时

间中就写出了长达18页的总结供参

考。他从“苏联政府对焊接事业特

别关怀重视”开始，写到“苏联今

年科学研究的重点是什么”结束。

随着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潘

际銮就注意到如何将电子技术引入

焊接领域。最初在实验室内就制成

了逆变焊机的试验样机。在逆变焊

接的基础上，可以通过焊接电源进

行更加复杂的控制。后来又经过多

年的奋斗，突破多项关键技术，终

于在1980年使得团队提出的QH-ARC

控制法通过了鉴定，1984年《新型
2010 年潘际銮院士（前排左 3）团队获“清华大

学先进集体”光荣称号，前排右 3为作者陈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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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焊接控制法（QH-ARC法）》获得了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深入实际  总结提高

潘际銮开展工作总是从实际情况出

发，提出问题，然后再总结提高。以大

型核电汽轮机转子的焊接为例。从2008年

初上海汽轮机厂举行《电站设备大型转子

焊接制造技术》出版的发行仪式（这也是

1964年清华师生在上海汽轮机厂进行转子

焊接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潘际銮和清

华的几位老师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开始，

潘际銮注意到将面临更加大型的焊接转子

问题，于是很快就从清华派老师到工厂了

解情况，同时在清华组织力量进一步深入

探讨焊接转子的问题。接着他又提出，邀

请哈尔滨焊接研究所的林尚扬院士和上海

交通大学的吴毅雄教授一同到上海汽轮机

厂讨论大型转子焊接的合作研究工作。这

年7月他们就在上海汽轮机厂落实了几方

合作的意向，潘际銮明确提出了“以工厂

需求为导向，产学研联合攻关”的定位和

指导意见。

大型汽轮机转子究竟是整锻还是焊接

制造，是一个涉及国家大型设备制造的大

问题，不是一个工厂自己就能够决定的。

潘际銮建议可以先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

邀请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把这个问题从技

术层面彻底搞清楚，这样就使得国家规划

有了依据。这时上海汽轮机厂正在准备一

个活动，这就是2008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

“上海电气大型焊接转子研制交流会”，

各方面的许多领导都参加了。利用这次机

会，潘际銮在会上明确提出，大型转子的

制造在中国只能是以焊接为主要技术途

径，而不是整锻路线。当然大型焊接转子

的生产过程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不

过这些问题在国内已经具有解决的条件，

应该不成问题。

高瞻远瞩  实事求是

潘际銮从来都是勇挑重担。1993年江

西省为了解决江西省高等学校的落后状

况，解决江西省没有重点高等学校，高等

学校中没有博士点等问题，提出希望清华

大学能够支持，派遣一位江西籍的知名学

者去江西省主持高校工作。原来江西省希

望潘际銮去江西，哪怕是兼职也可以。潘

际銮表示“要么不去，要去就要有名有实”。

这样，他在已经65岁的时候去了江

西。经过考察和调研，他将江西工业大学

与江西大学合并为新的南昌大学，江西省

任命他为南昌大学校长。他到南昌大学以

后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教学改革方

面提出在学生中推行“学分制、淘汰制、

滚动竞争制”就是其中之一。在他任南昌

大学校长不久，南昌大学就获得了一个博

士点，增加了多个硕士授予点。他出任南

昌大学校长长达10年，领导南昌大学克服

重重困难，结束了江西省无国家重点学

科、无博士学科点的历史。

循循善诱  包容团结

潘际銮不仅有非凡的能力，善于处理

各种事务，而且特别能团结人、带领队

伍。他在哈工大向苏联专家学习时就担任

教研组主任，在清华筹备焊接专业，又是

遇到一批新的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学

校，性格各异，在他的带领下，他们做出

了出色的成绩。

在潘际銮的两个题词中，可以看出他

对集体的团结合作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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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征启教授

送别深圳大学开创者罗征启先生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第一次“南

巡”来到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生机勃勃

的深圳就如同一个大工地。在前往蛇口视

察的车上，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

指着南山后海湾一片空地对他说：“我们

将在这里建深圳大学，今年秋就在这里上

课。”邓小平当时没有多加评论。但到了

北京，他跟人说，深圳要用几个月的时间

建一座大学，这就是“深圳速度”。

邓小平的话传到深圳，全市上下既深

受鼓舞，又感到压力山大。梁湘跑到深

大建筑工地，接连开了三个现场会，并亲

自督战，十几个施工队进场，把最新的设

备、材料和技术力量全调到深圳大学，每

天24小时昼夜大战。当时梁湘还说过一句豪

气的话：“当掉裤子也要把深大建起来。”

罗征启就是被这样热火朝天的氛围吸

深圳大学创始人、清华大学党委原副
书记罗征启先生，因病于2022年4月12日
在深圳逝世，享年89岁。
为缅怀罗征启精彩的一生和对教育事

业、对深圳改革的贡献，本刊转载深圳创
新发展研究院“百位深圳改革人物”致敬
罗征启的文章，以表哀思。

2003年焊接专业成立五十周年时，他

将焊接专业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总结为：

“勇于攀登，敢于碰硬；大兵团作战，战

斗中成长；团结拼搏，苦乐共享；师生员

工，友情长存。”2016年4月，机械工程

学院入驻李兆基大楼，启用仪式上，潘际

銮在讲话最后用“知难而进，勇于攀登；

团结协作，共同战斗；只求贡献，淡泊名

利”作了总结。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焊

接教研组这些光荣的传统和精神已经在年

轻一代的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潘老师不但在业务上是我们的“领头

羊”，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是我们的楷模。

在我和他共事的几十年中，每每遇到我处

理事情比较急躁，说话有时失去分寸，他

对我都十分包容。

对有的年轻教师由于科研工作的需要

短期不能发表论文，影响考核指标，有所

顾虑时，他规劝他们要在短期现实利益与

长期宏远目标中求得平衡，耐得住寂寞，

不怕“坐冷板凳”。

他不仅在几十年前带领老一辈教师创

建了清华的焊接专业，获得了出色的成

绩，他在晚年又积极参与了年轻一代师生

的培养，同样有优异的表现。

潘际銮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2022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