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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两院院士陆元九 ：

把一生精力献给祖国航天事业

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拓荒，

他用汗水、青春为祖国实现火箭升

空、卫星环绕、九天揽月、踏足火星的

壮丽梦想贡献了力量 ；至情至性，他

是学生们眼中的“大先生”，更是我国

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他

的足迹诉说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求

索报国的曲折多艰，他的经历诠释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拳拳初心。

生于1920年的他，是29位“七一

勋章”获得者中最年长的一位。他就

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技

委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陆元九。

他是世界上
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

【在抗战炮火下艰难求学】

1920 年 1 月 9 日，陆元九出生

在安徽一个书香人家，家庭给了他良

好的熏陶。

20 世纪 30 年代，在抗战的炮火

下，陆元九和同学们艰难求学，经武

汉、宜昌到达重庆接受大学教育，是

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

的大学生。

40 年代中期，陆元九考取了赴

美公费留学生的名额，最终进入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深造。

当时，多数留学生根据国内的学

习基础通常选择理论方面的专业。但

陆元九觉得既然到了美国，就要学习

一些新东西。

二战后，自动控制技术得到迅速

发展，惯性技术已在航空和地地导弹

上开始应用，但作为导航尚处于萌芽

阶段。喜欢尝试挑战的陆元九选择了

仪器学，成为著名自动控制专家查尔

斯·德雷珀教授的首位博士生。

【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

仪器学专业，学的是惯性导航，

难度极大。聪明刻苦加上扎实的功

底，让陆元九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

绩，导师也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刮

目相看。

1949 年，陆元九迎来两大喜

事 ：一是获得博士学位，二是与留

美硕士、安徽同乡王焕葆喜结良缘。

获得博士学位后，29 岁的他被麻

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

程师，在导师的科研小组中继续从

事研究工作。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那些在

出国潮中到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的年

轻人还在口口相传 ：曾有一位中国

人在这里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

导航博士学位，他就是陆元九。

他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
主持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研制

【首次提出“回收卫星”概念】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久

居海外的陆元九无比向往。几经周

折，陆元九一家终于踏上了回国的

轮船。

当时，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

动化所，国家分配在这方面有专长

的陆元九到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

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参加研究所

的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发。

“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

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它。”研究

中，陆元九首次提出了“回收卫星”的

概念。与此同时，我国首个探空火箭

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和同事们的手

中组装出来。

“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

代”。工作中，陆元九一直倡导要跟

踪世界尖端技术。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一批预先研

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

工作，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奠定了

坚实基础。

【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陆元九在中

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

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

期间，他还坚持撰写专著，把自己在

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用编

撰成书。

1964 年，他的著作《陀螺及惯性

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

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对我

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

作用。

此后，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

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

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一系列重要科

技项目的研发。在长春，我国第一台

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研制

下诞生。

他推动我国
惯性导航事业跨越发展

陆元九经常受邀参加各类评

审、论文答辩等会议，由于个性耿

直，大家一听陆元九要参会，往往格

外紧张。

大家明白：“陆老要求严。”这种

严格来自对航天产品的负责。他常说：

“我们的产品是要上天的，一定要保证

质量。要求严格，可以进步快一点。”

【注重人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

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

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陆元九

的夙愿。人们评价 ：“陆院士注重人

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在陆

元九关心下，航天系统自培高学历人

才已成风尚。

2000 年以后，耄耋之年的陆元

九依旧活跃在航天一线，经过几年调

研和思考，航天人才科学作风培养系

统工程的构想，逐渐清晰起来。2005

年，陆元九发表文章《航天人才科学

作风培养》。一代又一代航天青年才

俊，在陆元九的指导下，成长为作风

优良的航天工作者。

陆元九一生简朴，却捐出自己的

大笔积蓄，资助科学研究。

陆元九的一生推动了我国惯性

导航事业的跨越发展，也培养了一

大批领军人才。在他 90 岁生日时，

学生们专门发贺信写道 ：“尽管我

们现在都已年过古稀，但我们多想

再在教室里听您讲述各种‘原理’。”

【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我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党

的领导和支持。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之际，我很荣幸获得了

‘七一勋章’，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

誉，更是全体航天工作者的荣誉。”

陆元九说。

不久前，在陆元九曾经工作过的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场名为

《感动我们》的颁奖典礼在北京东高

地隆重举行，以表彰那些在平凡岗位

上做出不凡贡献的航天人。

他们中，有改变半个多世纪的火

箭弹性载荷设计方法的青年设计师

曾耀祥 ；还有和陆元九一样留学归

国后攻克世界难题的复合材料专家

李军平……

作为新一代航天人，他们用实际

行动接过以陆元九院士为代表的老

一辈航天专家的接力棒，越过艰难险

阻，勇攀科技高峰。

“希望新一代的科技工作者们，

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

技报国，把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

给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陆元九

动情地说。

（据新华社）

百岁医者辛育龄 ：

一生为人民攀登医学高峰
一百年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

隙，但放在人的一生，却可以厚重而

宽广。

在战火中同白求恩并肩战斗救

治伤员，50 年完成 1.5 万多例胸外

科手术，为寻找针刺麻醉最佳穴位不

惜在自己身上扎针试验……“七一

勋章”获得者辛育龄的百岁人生充满

传奇。

他是我国胸外科事业的拓荒勇

士，又是人民健康的忠诚卫士。做

白求恩式的医生是他一生的追求。

“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多救治一

个病人！”

择一事，终一生

【从医志在战火中萌芽】

辛育龄的从医选择，与白求恩有

着不解之缘。

1921 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那一年，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

县。抗战之初，战地医务人员匮乏，十

几岁的辛育龄被抽调去冀中军区卫

生部学医。1939 年，他被派往白求

恩医疗队担任司药。

由于遭遇敌人残酷扫荡和严密

封锁，转移到白洋淀的医疗队仅有的

食物藕和鱼虾，因缺盐而难以下咽。

担心白求恩的健康，经请示党支部书

记，辛育龄拿出药箱里的一点精盐，

给白大夫做鱼用。不料，白求恩大发

雷霆，严肃批评他违反纪律。

“红小鬼”被深深震撼 ：白求恩

把伤员的生命和健康，看得远比自己

重要。

“前进一步，就能多救一批伤

员！”不听劝的白大夫，无数次在

战火纷飞的前线，坚持为伤员做完

手术。

耳濡目染下，辛育龄萌生了学医

报国的念头。1939 年 7 月，他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上山采药制成抗疟药片、研制

出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解除战

士疾苦，到报考党创办的中国医科大

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辛育

龄在战火中走上医学道路，这一干就

是一辈子。

【从“近乎空白”到“遍地开花”】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医疗卫生事

业艰难起步，胸外科几乎一片空白。

1956 年，辛育龄从苏联获得医

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一个能够改变

人生际遇的机会向他招手 ：留在部

队可以当军官，专门接诊军队病员。

但他一心想为更多病人做手术，便毅

然选择了到位于北京通州的中央结

核病研究所工作，组建胸外科。

从 1958 年到 1980 年，他牵头

举办培训班，为全国培养出 1000 余

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他还经常亲赴各

地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指导 40

多所医院建立了胸外科。1954 年到

2004 年间，他共完成胸外科手术 1.5

万多例！

一个医、教、研合一的胸外科体

系逐步成型，一所中西医结合的现代

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也在首任

院长辛育龄的主持下成功筹建。

“医学事业是我的命”

【一根针麻醉的“神话”】

要让曾经几乎空白的胸外科迎

头赶上，他日夜思索着一切减少患

者痛苦的方法，向各种“未知”发起

挑战。

有人说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

宜做针刺麻醉。为了探明效果，辛育

龄竟在针麻状态下实施自己的急性

阑尾炎手术！

胸部手术需扎 16 针，由 4 个大

夫在术中不停地捻动。“这么复杂的

操作，如何能够推广？”辛育龄用镊

子夹自己的皮肤，运用优选法对每个

穴位进行痛阈测试，终于在前臂外侧

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

1970 年，辛育龄主刀实施了首

例运用一根针针刺麻醉下肺切除手

术，震惊了针麻界。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

华，特别要求参观这一手术。访华团

成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全身麻

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

辛育龄用了 72 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

成了，而且病人全程神志清醒，平静

自如。

辛育龄先后做了 1400 多例针麻

肺切除手术，成功率高达 98%。针麻

手术推动了我国针灸镇痛原理的研

究工作，为中国针灸疗法走向世界奠

定了基础。

【“土专家”走在“最前沿”】

条件艰苦，设施不足……辛育龄

深知，落后就要挨打，“井底之蛙”做

不得！

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的 26

年中，辛育龄很少回家，成了一名“住

院医”。他拼命钻研，累到浮肿也不闲

下来。

上世纪 70 年代，肺移植手术刚

刚起步，很少有国家从事这方面研

究。1979 年，辛育龄在国内率先开

展了两例人体肺移植手术。

“当时，全世界也只做了42例。”

在辛育龄身边学习工作了 29 年的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

说，辛老没参加过任何这方面的进

修学习，完全是靠自己实验研究取

得的成果。

如今，中日友好医院已迈入世界

八大肺移植中心行列，每年肺移植超

过 100 例。刘德若不胜感慨 ：这与辛

老奠定的基础分不开，更凸显了他超

强的创新精神和前瞻性。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辛育龄

搞创新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

68 岁时，他又同瑞典科学家合

作创造了电化学（直流电）治疗肿瘤

的新技术，不开刀就能局部杀灭肿瘤

细胞。全国超万例肿瘤患者接受了这

项治疗，有效率达 65% 至 85%。这项

技术也推动了后来放疗技术和消融

技术的研究和发展。

获国家级科技奖 8 次，获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白求恩式

医务人员等荣誉称号……辛育龄直

到因腰椎问题再也站不起来，才不舍

地告别了他日夜战斗过的手术台。

一息尚存，就要多救一个患者

【做白求恩式的医生】

上世纪 80 年代，辛育龄又做了

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中日友好

医院开院后不久，他主动辞去院长职

务，做了一名普通的外科大夫。

从 1947 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成

为外科大夫开始，辛育龄整整 60 年

没有放下手术刀。

他对病人有多亲？

安慰病人在先，决不冷言冷

语 ；明明可以出挂号费更高的特需

门诊，却坚持只出挂号费低的特需

和普通专家门诊 ；想方设法为经济

困难的病人省钱，

甚至为他们承担

医疗费……

就 连 中 日 友

好医院的筹建方案

里，他都坚持保留

了供病人散步的花园。

不少已被放弃的危重、难治病

人，却因辛育龄尽力收治和精心疗护

获得新生。

为了病人，辛育龄为何不惜一切

代价？因为“和工程师不一样，医生

手中的产品是人，人死了不可复生”。

【精神灯塔照后人】

“病人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

开，这是何等的信任啊！我们要对得

起这份信任。”胸外科年轻医务人员

一直记着辛育龄经常和他们说的话。

如今，虽然辛育龄已在卧榻，无

法工作，但他的精神薪火相传。中日

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医院设

立了“辛育龄青年奖”，近日又成立

“辛育龄小分队”，年轻医务工作者主

动下基层开展义诊咨询、健康宣教，

将奉献精神“融入血液”。

对党无限忠诚，对事业不懈追求，

对群众充满深情……辛育龄身上老一

辈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高尚品质，被众

多青年医护人员当作“人生指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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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

1990 年，陆元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留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供图）

辛 育 龄 在 北 京 中 日 友 好 医 院
( 翻拍照片 )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