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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召先生在三个维度上的极致高度

基础研究
国家任务

科技领袖

原子弹：九次计算与最大功原理
氢   弹：热核点火燃烧 、多流管程序
国家重大需求的学术组织领导工作

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
我国基础研究的领导者
我国科学精神的倡导者

粒子螺旋振幅
膺矢量流部分守恒
闭路格林函数
大范围量子场论



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 

大家耳熟能详的科学英雄



周光召的爱国主义情怀

1961年，当得知苏联突然撤走所有在

华专家的消息，正在苏联杜布诺联合原

子核研究所工作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周光

召、吕敏、何祚庥、唐孝威等义愤填膺，

主动请缨，要求立即回国，参加原子弹

的研制工作。他们在给领导的信中写道：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科学家，愿意

放弃自己搞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任务。我们随

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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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科学精神+爱国主义)的践行者



用科学判定技术方向：九次计算

“历时近一年，卡在一个关口—其中一个重要

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32岁的周光召刚从苏联回国，他带病工作，从

炸药能量的利用率入手，最终以“最大功原理”

反证了苏联资料有误”，而数学家周毓麟和江

泽培又利用中科院刚研制出的电子计算机进行

计算验证，判定原子弹研究方向是正确的。

周毓麟
（1923-2021）

江泽培
（1923-）

周光召（1929-）

央视：在邓稼先的带领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周光召论理论与实验的关系

“周光召跟我说，这次你要去基地
搞实验了，搞科学工作的，重要的是
不要放过理论或实验中存在的任何疑
点。理论和实验如果能够一致，当然
很高兴，但如果理论和实验有不一致
的地方，一定要抓住，把问题搞清楚，
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
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这样就
推动了科学的前进，而且自己也可以
成为有作为的科学家”。

—— 胡思得 



核武器研制任务结束后，
光召先生敏锐地意识到高
温高压下等离子体辐射输
运的理论关键，能很快会
到理论物理前沿研究--闭
路格林函数理论

国家战略任务启发的重要基础研究典范

统一描述平衡和非平衡体系格林函数理论

引用：129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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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纪念量子论诞生100周年

《物理》2001年第5期

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推动力！ 

• 对量子测量过程，必须在量子力学方程中加入类似耗散
的消相干因子，才可能研究消相干

• 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理论都是相对真理，都有其适用
范围，都有在新的条件下改进的可能。量子力学和相对
论的结合已经创造了量子场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但
是任何想改进量子力学基本观点的尝试都必须建立在实
验的基础上 。

• 量子力学应用的领域将随着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的深入
而不断扩大。由于人类对单个原子操纵能力的增加，应
用量子力学会在 21 世纪继续对经济、军事、科技和社
会进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民主精神、创新精神、团队精神、求实和怀疑精神

“科学精神，是坚持科学态度、采用

科学方法，不畏艰难险阻，不断追求

科学真理，进取创新，努力在社会实

践中求得对客观世界的状态和结构、

运动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并用它作

出预测，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去改造

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极力倡导科学精神



与周光召先生在理论物理所



与周光召先生在理论物理所



诚挚地接受光召先生批评



诚挚地接受光召先生批评

“青年人要自己做科研，不能依靠学生”



周光召：“科学精神七要点” 

(1) 客观唯实、追求真理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 
(2）认识任务无 穷尽，不断求知是科学精神的要求。 
(3) 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把偶然当必然、不把局部 
    看作全体。科学的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 
(4) 真理都是相对真理，是可以突破的，要有创新精神
(5) 新发现的真理必须包含原有真理的内容。 
(6) 要有团队 精神、民主作风、百家争鸣
(7）要从理性的认识发展到变革的实践。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4, 39(4): 785-792



学习光召先生，用科学精神抵御学术走向灰色

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3-5-17

“追热点”“轻信权威” “缺乏原创性”
等行为都被列入了科研诚信“灰名单”



周光召的科学光芒永远闪耀！
—   徐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