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值云大９０华诞到来之际，云大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也迎来７６周年院

庆，为此学院组建了 《东陆之光·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卷：云大化学七

十六年》一书的编委会，退休和在职的诸多教师积极撰稿、精心编排，

为回顾化学学科的历史提供了较全面的史实。本书对传承学科、展望未

来，引领今后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书分５个时期记述了云大化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历程：

苦难中诞生：云大化学学科的历史可追溯到１９２３年东陆大学成立之

初设立的化学实验室，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１９３７年，方由新成立的理

化系开始招收化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化学学科才真正开始了属于它自己

的新篇章。在那国破山河碎的年代，时任校长的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

庆来聘请留法博士赵雁来先生任理化系主任，主持化学学科的教学和科

研工作。战争使一大批全国精英聚集昆明，著名化学家曾昭抡、董子卿、

孙承谔、张青莲等都曾到化学系任教，对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起到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新生后成长：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云南宣布和平起义后，云大随之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所重要综合性大学，以王树勋教授为代表的一些留学人

员回国后到化学系任教。当时全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批数理化建设

人才，化学系得到了快速发展。１９５４年新建了３０００ｍ２的化学馆，１９５７

年化学系分设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４个教研室。

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尽管在 “左”的政治路线影响下，政治运动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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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系还是培养了胡永康、孙汉董、陈景三名两院院士，并为国家的经

济建设和化学工业发展输送了大量的科技骨干人才。

改革中完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１９７７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云大化学系进入了不断改革、不断完善的时期。在

１９７８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的 “科学春天”年代里，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

的科研成果。１９８２年，戴树珊教授参与研究的成果 “配位场理论方法”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和标志。

探索中前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学校为化学学科新建了８０００ｍ２的

实验教学及科研大楼；增购了大批现代化的分析测试仪器；增设了应用

化学专业，并先后设立或依托成立了新材料研究所、合成化学研究所、

资源化学研究室、理论化学研究室、药学院、化学化工教学实验中心、

现代分析测试中心等机构，化学学科在向多个领域延伸，管理机制和研

究方向都在全面探索中前进。

创新中发展：２００５年，云大进行了教学科研机构优化调整，以化学

系、应用化学系、药学院和现代分析测试中心为基础，组建了现今的化

学科学与工程学院。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云大化学人努力

推动化学学科的全面建设，产生了 “微型半微型有机化学实验”“材料化

学”双语课程等一批水平高、影响大的标志性教学成果。近３年来，获

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０余项，其中包含有国家 “８６３”“９７３”科技

计划子项目及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在国际上发表高影响因子及高引

用率的论文明显增多。“特色资源利用化学”教学科研团队２００９年荣获

国家中组部、中宣部、人保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的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

先进集体”称号。化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获得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批准。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坚信本书能达到回溯东陆历史，重温往昔沧

桑，着眼未来发展，再铸化学辉煌的目的。

陈　景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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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苦难中诞生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

云南大学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由云南总督唐继尧创办，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０日

开学，定名东陆大学。１９３０年改为省立东陆大学，１９３４年改为省立云南

大学，１９３８年升为国立云南大学。１９３７年，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聘请

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出任校长。熊庆来继承了云南大学创办１５年来的传

统，提出了 “将云大办成小清华”的口号，以及争取把省立改为国立的

目标。在他执掌云大校政的第二年，就实现了改为国立的目标，这位４４

岁的学者经过１２年的艰难建设，使原来简陋的大学，发展成具有５个学

院、１８个系、３个专修科、２个研究室、１个天文台、１所附中、一所附

属医院的学科门类较全，颇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成为了西南的 “小清

华”。在这１２年间，闻一多、费孝通、楚图南、陈省身、华罗庚、严济

慈、吴文藻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汇集云大，执掌教鞭，潜心学问，使云大

迅速发展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

图１－１　东陆大学校门及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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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化学学科的成立及发展与学校的发展息息相关，从１９２３年

建校之初设立化学实验室，为相关的系科开设化学基础课，到１９３７年成

立理化系，开始招收化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再到１９４４年单独设立化学

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陋到完善、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在新

中国成立前的战乱年代，尤其在化学楼曾被日机炸毁而又重建，办学地

点曾搬迁到会泽和嵩明的艰难情况下，老一辈化学教育家殚精竭虑、苦

心经营、不懈努力，到１９４９年，云大化学系已成为一个拥有多位知名教

授，有独立化学楼，具备基本实验仪器，并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化学、

化工科技人才的有影响力的院系。云南大学老一辈化学教育家为新中国

成立后云大化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化学实验室及理化部建立阶段
　　　　 （１９２３—１９３６年）　　　　　

　　早在１９２３年东陆大学成立时，就在当时的科学馆内设置了化学实验

室。时任科学馆主任及化学教师的是聂长庆，授课对象是预科生及准备

考预科生的预科补习生。

图１－２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分析化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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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理化部成立，其任务主要是为工学院下设的土木工程系和

采矿冶金系开设大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及定性分析等课程。理化部的

首任主任为余名钰，其在职时间为１９２４—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０年，理化部主任

更换为赵家?，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理化部主任更换为聂长庆。

聂长庆，上海泸江大学理科学士，他是云南大学化学教师第一人，

于１９２５—１９３７在云大任教。余名钰，北京大学矿科学士 （１９１６年），美

国加州大学矿科硕士 （１９１８年），是民国时期中国的 “钢铁大王”。周恩

来总理１９４２年１月曾为余名钰经办的渝鑫钢铁厂题词： “没有重工业，

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

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余名钰被任命为新疆军区

军工部总工程师、新疆八一钢铁厂总工程师、农垦部钢铁顾问。

第二节　理化系成立阶段

图１－３　理化系
主任赵雁来

（１９００—１９９１年）

１９３７年８月，理工学院分设为工学院与理

学院，理学院下设算学系、理化系及植物系。

理学院院长赵雁来 （任职于１９４１—１９４４年）兼

任理化系主任。此后，又陆续聘请了李季伟、

黄士辉、王树勋、张瑞纶等一批留法回国人员

任教。赵雁来教授讲授 “有机化学” “高等有

机”“燃料化学”“酸碱工业”“国防化学”等

课程；王树勋教授讲授 “普通化学” “分析化

学” “胶体化学”等课程；张瑞纶教授讲授

“生物化学”“工业化学”“工业分析”等课程；

李季伟副教授讲授 “定性分析”“高等无机化学”等课程。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有不少内迁昆明。除

由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外，还有上海同济大学、

北京中法大学、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和北京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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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学及研究机构中聚集了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许多人在云南

大学兼课，对云大化学教学质量、学术水平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如

李秉瑶教授讲授 “工业化学”及 “香料化学”，苗天宝教授讲授过 “制

革化学”，西南联合大学的黄子卿教授讲授过 “物理化学”，曾昭抡教授

讲授过 “化学史”，孙承锷教授讲授过 “原子结构”，张青莲教授讲授过

“高等无机化学”等。新中国成立前在云南大学理化学院任过教、后来当

选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员有：冯兴德、张青莲、曾昭抡、

朱亚杰等 （图１－４）。

冯兴德

（１９１５—２００５年）
　 张青莲

（１９０８—２００６年）
　 　 曾昭抡

（１８９９—１９６７年）
　　 朱亚杰

（１９１４—１９９７年）

图１－４　在云南大学化学系任过教的院士

由于战争等原因，新中国成立前云大化学教师的队伍不太稳定，人

员流动性较大，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在云大化学学科任过教的教师有

近６０人。

第三节　化学系成立阶段

１９４４年９月，熊庆来呈准教育部，将理化系改为化学系，有关函件

如下：

熊庆来呈请教育部准将理化系改为化学系函

查本校理学院理化系过去偏重化学方面，学生毕业出校，

亦以服务于工厂者为多，但查国内其他大学院系设置，化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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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成一系，与物理合设者极少，因是社会对于本校理化系往往

不问内容而顾名思义，加以 “所学不专”之批评，因之学生出

路受影响，该系师生多有请求易名为化学系者。前钧部高等教

育司吴司长到校视察，于此亦表同意。本校有数学、航空、工

程、土木等系，物理固亦重要，现有设备亦属不少，惟多增一

物理系，经费不免困难。今拟恳钧部暂准将理化系改为化学系，

以应目前要求，俟下年度情形许可，再筹设物理学系，俾完成

组织。可否之处，理合备文呈请钧部鉴核示遵，实为公便。

谨呈

教育部部长陈

国立云南大学熊庆来

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

表１－１　云南大学化学系有关负责人的变更情况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时　间 负责人

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６年 王树勋

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９４７年２月 黄士辉

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９４９年 张瑞纶

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０年 王树勋

张瑞纶

（１９０６—２０００年）
　　　　　　　　　　 王树勋

（１９１１—１９８０年）

图１－５　张瑞纶、王树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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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理化系于１９４１年开始有毕业生，一些云大自己培养的优秀化学

毕业生如徐绍龄 （１９４６年），赵树年、李楷、田宝籍、吴佑礼 （１９４７

年），徐德祥 （１９４８年）被逐年留校任教，充实教师队伍。化学系

１９４４—１９４８年新增教职员名单、任职年限及简历见表１－２。

表１－２　化学系１９４４—１９４８年新增教职员名单、任职年限及简历

姓　名 任职年限 简　历 讲授课程

何其贤 １９４４—１９４９年
云南曲靖中学毕业；沾益交华乡

澄清小学教员；云大化学系助理

朱亚杰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清华大学毕业；中正医学院讲师；

光华化学公司副工；华东石油学

院副院长、教授；中科院及中国

工程院院士

“有机分析”“金属”

杨保昌 １９４５年

孙洪芬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 云大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教授

徐绍龄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云大理化系毕业

“金属学”“工业分析”

“定性分析及实验”

“定量分析”

黄锦焕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李秉瑶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中法大学讲师；中法附中教务主

任；兵工署五十二厂工程师及制

造所长等；云南大学化学系教授

“普通化学及实验”

“定量分析及实验”

“香料化学”“工业化学”

刘维勤 １９４７年
清华大学毕业；药剂师；中央军

校第六分校教官；西南联大化学

系教员

田宝籍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吴佑礼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赵树年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李　楷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张继龄 １９４８年 北大化学系毕业

“金属学”“工业分析”

“高等无机化学”

“造纸学”

薛纪如 １９４８年
中央大学森林系硕士；云大化学

系教授
“普通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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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表

姓　名 任职年限 简　历 讲授课程

徐德祥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潘正涛 １９４８年 云大化学系教授

杨春洲 １９４８年 云大化学系教授

华世瞭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

韩春元 １９４８年

董苍玉 １９４９年 云大化学系毕业

第四节　教学情况

一、办学条件

１９５４年以前，用于上化学课及化学实验课的地点主要是位于会泽院

西侧的科学馆 （图１－６），位于现云大东陆园校本部文津楼一带。该楼

建于２０年代末，占地３２平方丈，为土木结构，楼高二层，上层为物理

部，下层为化学部。每层楼的中间为教师预备室、仪器药品储藏室等。

科学馆东为实验室，西为教室，教室座位呈半圆形阶梯式，每室约可容

学生４０人。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３日，日本侵略者飞机空袭昆明，云大校舍惨

遭轰炸，科学馆被炸毁，几乎被夷为平地，幸仪器药品已事先疏散，未

造成更大损失。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８日，理学院与工学院一起疏散到会泽，一个月后又

迁至嵩明县的马坊镇。马坊的青龙寺庙宇被改建成礼堂，该礼堂可容纳

１００余人，用来上课及开会；马坊的王家庙是一四合院，被用作理化系办

公室及实验室，在马坊时的男女生宿舍都在青龙寺，吃饭是放张桌子在

露天吃。上课及实验在王家庙，当时无电，用马灯、汽灯、油灯照明自

习，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教学。图１－７为理化系部分师生在云大

马坊分校的王家庙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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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被日飞机轰炸前的科学馆

图１－７　理化系部分师生在云大马坊分校的王家庙前合影 （１９４１年）

１９４１年，科学馆重建，造价１１０９１８７元，１１月初完工。新科学馆有

一半的地下室，地面只有一层，主要作化学系办公地点、实验室及仓库。

图１－８为修复后的科学馆。

１９４４年７月，疏散到嵩明马坊镇的理学院移回昆明。当时，实验室

已有电，但用水则需由人挑到科学馆旁用汽油桶及铁架做的简易水塔中，

再通过管道放出来使用。这一时期，虽然设备购置经费的筹措、购买渠

道和运输过程都非常艰辛，但化学实验仪器及药品还是从无到有，得到

不断充实。有记载的添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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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被日机炸毁后修复的科学馆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由商务印书馆向国外代购理化实验器械１７箱，１９２７

年春，托商务印书馆向美国购买硝酸、硫酸、盐酸等化学药品，由富滇

银行转运部先经海路运至海防，再经陆运至昆明。

１９３５年，学校请准中英庚款补助１万元，于次年２月委托云南全省

经济委员会，代向上海、香港各英商采购了３２箱理化仪器药品，１９３７年

运到学校。

１９３８年下半年度学校设备概算书中提到，理化学院的图书费为２０００

元。１９４０年６月教育部拨给云大美金８０００元，用于购买图书、仪器，其

中文学院１２００美元，理学院４３００美元。１９４１年教育部一笔拨款分给理

化系１２００美元。

１９３９—１９４４年，用于理化系的各种补助费累计有： （美国）罗氏基

金会理化系补助费２０８９４０９元，中英庚款理化补助费５２９６１２６元，中英

庚款科学研究助理费３５０００元。

１９４７年４月８日，教育部拨给云大理化仪器３套，重要科学期刊３０

余种。

据１９２８年统计，全校共有理工仪器４４６种、化学仪器４４１种、化学

药品６２８种。据４０年代统计，化学类中文图书杂志２３册、英文７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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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１９４０年购置化学仪器 （铂金坩埚）的有关函件 （赵雁来遗物）

二、课程设置

这一时期，云南大学实行学分制，化学系的教学计划较为规范，开

设的选修及必修课程累计有８０门，实验课也占有相当比例，同时还为矿

冶、医学、生物等院系等开设化学基础课和公共课，即使在化学楼被日

机炸毁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过教学。新中国成立前化学系的教学计划

见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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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化学系的教学计划

年级 必修科目 选修科目

一年级

“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微积

分”“普通化学实验”“普通物理实

验”“国文” “英语” （上下学期

同，共７门，２８学分）

二年级

“定量分析及实验”“定性分析及

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共３

门，１５～１７学分）；上下学期同

三年级

上学期： “理论化学” “有机化

学”“工业化学”（共３门，１２学

分）；下学期：“工业分析” “理

论化学” “工业化学” （共３门，

１１～１２学分）

四年级
“毕业论文” （上下学期同，共１

门，１～２学分）

“高等无机化学” “高等无机装备”

“高等有机化学” “高等有机装备”

“胶状化学”“化学史” “书报讨论”

“第二外国文”“外国文”（二）“电

化学”“原子构造”“电磁学及实验”

“近代物理学” “生物化学” “矿物

学” “工业化学实验” “化工原理”

“国际化学及实验” （共１８门，８６～

９０学分）

以１９４９年为例，有关课程的详细说明情况如下：

甲、课程方面本系现开之必修课程计有：

（１）“普通化学”：共开甲、乙、丙３组。甲组为本系及矿冶系学生

而设，由王树勋教授与徐绍龄先生合授，王先生担任理论部分，徐先生

则讲授元素部分。 “普通化学”课程据教部规定每周授课四小时，鉴于

“普通化学”为矿冶及化学系之基本课程，故本学期甲组 “普通化学”

多加一个小时作为同学练习做题、讨论问题之时间，故共为五小时，此

项办法之施行足见本系对基本课程之重视而同学亦无不表示欢迎者。至

于乙组 “普通化学”则为工学院除矿冶系及铁管系外而设，由李秉瑶先

生讲授。丙组则为农学院生物系与铁管系而设，由杨鹏魁先生讲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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