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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科学】在力学所开始做科学研究的点滴回忆
作者：呼和敖德  2020-10-30 14:53

【放大 缩小】

编者按：力学研究所成立六十多年来，力学人遵循钱学森的工程科学办所思想，为推进中国的

近代力学事业、为推动中国的经济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老一辈力学人以国家需求为

己任、艰苦创业和奋发拼搏的精神，是力学所60年奋斗史的精髓。本刊在“情系科学”栏目里

陆续推出离退休老同志回忆文章，以展示普通科技人员的风貌

在力学所开始做科学研究的点滴回忆

我是1960年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毕业被分配到力学所,在十一室理论组工作。当时

的十一室是力学所的一个大室,除理论组外，还有好几个实验组,大家都在十一室小院工作。这个

小院有中央警卫部队8341守卫，因为我们从事与航天相关的预先研究。

我们开始做研究时，主要的一个困难是英文要从零开始学，因为科研中需要参考很多外国

文献资料,我们在学校学的是俄文，用的也都是俄文资料。但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后，苏联

专家撤走了，俄文科技文献资料也少了，因此主要用英文资料。那时候，不会英语的人压力很

大，我只好从ABC学起。当时学英语困难重重,在上世纪60年代那个困难时期，书店里连一本英

文字典都没有卖的，更不用提英语学习资料了。不得已，我就托浦以康，求她的父亲从香港给

我带一本英文字典回来。我的第一本字典就是这么来的，花了5块钱，我还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的人，想的很简单,就是工作和学习。大家都有一种精神，为了事业而拼搏。那时

候，生活很简单,人们晚上常在办公室“夜读”，所以所里灯火通明,学习到很晚；早上很早还要

过来“早读”，白天则要做一天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我们只是周日一天休息，但是,大家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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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一般也会在办公室，只有下午回宿舍洗洗涮涮。就连郭所长也不例外，我们常看到周日上

午他会来办公室工作，除非出差。他那种为事业的拼搏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们,鼓舞着我们。

我刚开始工作的那个年代，搞资料有一定的困难。每个人要亲自到一些情报所去查资料，

如我们常去749（国防科委情报所）弄点资料过来看，那时好些资料需用手抄,但是这还远不够

需要。那时的书店里不卖我们需要的外国图书，当时我们只好去五道口的一个内部书店。需要

拿着工作证去，才能买到内部的外文书影印本。要知道，当时我们那点儿工资，真是还不够买

书的。按照当时工资级别，我们是大学生的最低级56元。但是，工作是第一位的！只要有我们

需要的书，就一定会买, 在钱的方面很少去计较，能买到一本所需书就很高兴。说起来，那时候

林同骥先生的作为,特别感人：老先生知道我们买书困难,常跟我们说：你们觉得哪些书有用就去

买，算我的书，你们去看，看完了不用了再还给我。

那时，我们十一室里，安排了好多专题，我们组研究气动热，主要是边界层传热。每个人

作一个题,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位老先生带我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文章都给修改几遍,对我们

的要求很严格。在我们的研究内容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是湍流问题，是郭所长在十一室抓湍流

研究的开始。这不仅是研究任务的要求，还有从学科上的发展考虑，这就是“任务带学科”。

对我而言，这些都是新东西,只能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后来，我们室承担了28号任务，这时郭所长就把湍流单独提出来做专题，让我们研究。这

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为此郭所长请谈镐生先生给我们讲湍流课,为我们打基础。我记得当

时谈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中国话还说不大好,讲课时中英文混着讲,专业词都用英文讲。郭所长还

让我们认真看汤森的《剪切湍流结构》一书，这是一本很好的英文书。这本书里介绍了，汤森

做的很多关于湍流的实验。郭所长曾对我说，研究湍流问题,要走一条新的路,先要对前人的实验

成果进行研究。

在郭所长指导下，我们开始搞湍流结构的研究。郭所长提出要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来

研究湍流的结构。但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有人把这项研究说成是郭所长的自留地，

于是就把这块“自留地”拔掉了。虽然研究组解散了,然而郭所长的科研思想牢牢扎根于我心

中。“一定要走一条创新的路”,这思想一直贯彻于我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从而我们的科研工作能

有好的成效。

我很幸运,当我毕业到力学所工作时,有世界著名的力学家钱学森和郭永怀两位教授当我们的

所长,他们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坚持亲自给科技人员、学生授课,亲自指导课题研究，并亲自主持

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我记得，钱所长讲了《火箭技术概论》,郭所长讲了《边界层理论》,我有幸

听了这两门课,还得到郭所长对我们课题的亲自指导,受益匪浅。这不仅使我们学到很多航天科学

领域的知识、科研方法，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言传身教过程中，使我直接深深感受到老一辈科

学家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忘我的敬业精神。

我希望老一辈科学家的这种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在力学所永远传递下去！

 
 

关于作者——呼和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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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接受采访，回忆郭永怀先生。

简介：呼和敖德，女，研究员。1938年1月30日出生，2020年3月3日去世。1955年民族学院

附中毕业，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8年暑假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研究班（研究

生级别）流体专业学习。1960年毕业，同年被分配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先后从事湍流边

界层、再入大气层物理现象、环境流体力学等领域的理论分析、数值计算与实验研究工作，直

至退休。曾担任郭永怀先生的助教，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辅导《边界层理论》课

程，深受学生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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