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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

• 邓稼先（1924

年6月25日
~1986年7月29

日），安徽怀宁
人，著名核物理
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



生平

•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
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
篆刻家,父亲是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
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

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
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
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

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
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生平

• 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

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
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
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
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
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

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
白的祖国。



生平

•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

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
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

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
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
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
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
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
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生平

•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
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
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
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
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
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
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
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
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
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
戈壁



生平

•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
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
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
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
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
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
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
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
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
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
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生平

•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

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
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
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
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

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
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
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
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生平

•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
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
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
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
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
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
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
远……” 



生平总结

• 邓稼先 两弹是他的勋章

• 《北京青年报》 2001年6月25日

•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自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功勋泽人间。



细节

•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
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
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
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
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
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
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
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
轻，你们不能去！”



细节

• 1985年，邓稼先最后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
参加会议。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
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
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中央尽了一切
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在邓稼先去世前不
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
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
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细节

•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
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氢弹和卫
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杨振宁来
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
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
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这是真
的吗？”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
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
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细节（许鹿希）

• 1984年底，邓稼先在新疆罗布泊指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
一次核试验。当时的乌鲁木齐已是银装素裹。邓稼先在严
寒中又一次来到罗布泊。他拖着极为虚弱的身体来到基地，
因为国家对这一次的核爆试验有重大的期待。

这是一次突破第二代核武器的关键性核爆试验，在地下
深井中进行，结果非常满意。 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西尧
同志写诗一首相赠： 《 二十年前春雷响，今朝聚会盼新
雷。喜闻戈壁传捷报，敬贺老邓立新功。》 邓稼先自己
也高兴地在庆祝会的签到本上写了打油诗： 《 红云冲天
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 二代轻舟
已过桥。》 为此，邓稼先第四次获得科技进步特等奖。



功在千秋

• 1986年时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
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
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的高度。因此，他们就主张
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
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高度以后，才
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否则，多年的
努力必将功亏一篑。领导上和九院的人对此都十
分明白，所以，虽然重病缠身，邓稼先也一定要
留下这份建议书。在邓稼先逝世前三个多月，终
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难能可贵的是，它详
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
具体途径及措施。



功在千秋

• 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十年，使我
国也达到了那个高度。因此，当时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
定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即1996年7月29日，进行我
国的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并在试验成功的当天，
在报纸上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96年7月29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
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它显示中国与其它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
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此，寂静的罗布泊将被人们永远怀念。



让历史告诉未来

• 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60周年，中央
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2集的电视片：《让历
史告诉未来》。在第8集里，有这样的画面
和解说：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壮丽
场面展现在荧光屏上，欣喜若狂的中国人
民、套红的《人民日报》号外……，邓稼
先先生的高大身躯也出现在荧光屏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