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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院四十年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聚集和培养了一大批有才华

的优秀科技和管理人才。他们在各自的科研、技术、管理岗位上，

为铁道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和进步，为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业和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表彰、鼓励、教育以及存史之用，我们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依照历史，辑录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人物

志》。(以下简称《人物志》)。

《人物志》包括任职表、人物简介、传记和名录四部分。表，

主要列出了历届院级党政工团主要负责人任职表，按任职时间先后

排列。简介，主要对人物的自然状况、‘经历、主要事迹作简要介

绍。人物传记，收入了已故茅以升院长和李泮明副院长的传记。名

录，主要收录了各个历史时期与机构沿革相对应的院、所(处|)正

副职、室(科)正副负责人及中级以上的工作人员(包括助理研究

员、工程师、翻译、编辑、讲师、室主任、科级干部、技师等)。

一切资料的断代时间为1987年J2月底。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和有关同志的

大力支持，在此仅致谢意。由于编辑水平有限和史料不全，错、漏

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阅者批评指正。

院史编辑部

199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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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历届院级党、政、工、团主摹负责人任职表
一、。历届院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任职表⋯⋯⋯⋯⋯⋯⋯⋯⋯⋯⋯ (4)

二、历届院工会主要负责人任职表⋯⋯⋯⋯⋯⋯⋯⋯⋯⋯⋯⋯⋯·(6)

三、历届院团委主要负责人任职表⋯⋯⋯⋯⋯⋯⋯⋯⋯⋯⋯⋯⋯ (7)

人物简介

一、历任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 (8)

二、研究员和高极工程师(原技术四级以上者)⋯⋯⋯⋯⋯⋯⋯ (22)

三、各研究所历任主要负责人⋯⋯⋯⋯一：⋯⋯⋯⋯⋯⋯⋯⋯⋯⋯(74)

四、院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96)

五、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重大成果

奖获得者⋯⋯⋯⋯⋯⋯⋯⋯⋯⋯⋯⋯⋯“¨⋯⋯⋯⋯⋯⋯⋯⋯⋯·(116)

六、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院级以上民主党派

负责人⋯⋯⋯⋯⋯⋯⋯⋯⋯⋯．，．⋯⋯⋯⋯⋯⋯⋯⋯⋯⋯⋯⋯⋯⋯(124)

人物传记

一、茅以升传⋯⋯⋯⋯”j⋯⋯⋯⋯⋯⋯⋯⋯⋯⋯⋯⋯⋯⋯李秀芝(129)

二、李泮明传⋯⋯⋯⋯⋯⋯⋯⋯⋯⋯⋯⋯⋯⋯⋯⋯⋯⋯⋯罗磷(145)

名录 ．

一、创建时期．(1950----1955) 。

1．机务研究组⋯⋯⋯⋯⋯⋯⋯⋯¨_．．⋯⋯⋯⋯⋯⋯⋯⋯⋯⋯⋯⋯一 (159)

2．土木研究组⋯⋯⋯⋯⋯⋯⋯⋯．．．⋯⋯⋯⋯⋯⋯⋯⋯⋯⋯⋯⋯⋯(159)

3．电工研究组⋯⋯⋯⋯⋯⋯⋯⋯⋯⋯⋯⋯⋯⋯⋯⋯⋯⋯⋯⋯⋯⋯(159)

4．化学研究组⋯⋯⋯⋯⋯⋯⋯⋯⋯“⋯⋯⋯⋯⋯⋯⋯⋯⋯⋯⋯⋯(160)

5．铁道运输研究组(室)⋯⋯⋯⋯”o⋯⋯⋯⋯⋯⋯⋯⋯⋯⋯⋯。(160)

6．实验工厂⋯⋯⋯⋯⋯⋯⋯⋯⋯⋯⋯⋯⋯⋯⋯⋯⋯⋯⋯⋯⋯⋯⋯(160)

7．机关⋯⋯⋯⋯⋯⋯⋯⋯⋯⋯⋯⋯⋯⋯⋯⋯⋯⋯⋯⋯⋯⋯⋯⋯⋯(160)

二、发展时期(1956---1966) ：

1．铁道运输研究所⋯⋯⋯⋯⋯⋯⋯⋯⋯⋯⋯·I⋯⋯⋯⋯⋯⋯⋯⋯·(161)

2．机车车辆研究所⋯⋯⋯⋯⋯⋯⋯⋯⋯⋯⋯⋯⋯⋯⋯⋯⋯⋯⋯⋯(161)

3．铁道建筑研究所⋯⋯⋯⋯⋯⋯⋯⋯⋯⋯⋯⋯⋯⋯⋯⋯“⋯⋯⋯·(162)

4．通信信号研究所⋯⋯⋯⋯⋯⋯⋯⋯⋯⋯⋯⋯⋯⋯⋯⋯⋯⋯⋯⋯(163)

5．金属及化学研究所⋯⋯⋯⋯⋯⋯⋯⋯⋯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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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7．标准计量研究所⋯⋯⋯⋯⋯⋯⋯⋯⋯⋯⋯⋯⋯⋯⋯⋯⋯⋯⋯⋯

8．西南研究所⋯⋯⋯⋯⋯⋯⋯⋯⋯⋯⋯⋯⋯⋯⋯⋯⋯⋯⋯⋯⋯⋯

9．西北研究所⋯⋯⋯⋯⋯⋯⋯⋯⋯⋯⋯⋯⋯⋯⋯⋯⋯⋯⋯⋯⋯⋯

10．实验工厂⋯⋯⋯⋯⋯⋯⋯⋯⋯⋯⋯⋯⋯⋯⋯⋯⋯⋯⋯⋯⋯⋯

11．环行试验管理段⋯⋯⋯⋯⋯⋯⋯⋯⋯⋯⋯⋯⋯⋯⋯⋯⋯⋯⋯

12．院机关⋯⋯⋯⋯⋯⋯“：⋯⋯⋯⋯⋯⋯⋯⋯．-．⋯⋯⋯⋯⋯⋯⋯

13．红专大学及科技学院⋯⋯⋯⋯⋯⋯⋯⋯⋯⋯⋯⋯⋯⋯⋯⋯⋯

三、动乱时期(1967--1976)

1．铁道运输研究所⋯⋯⋯⋯⋯⋯⋯⋯⋯⋯⋯⋯⋯⋯⋯⋯⋯⋯⋯⋯

2．机车车辆研究所⋯⋯⋯⋯⋯⋯⋯⋯⋯⋯⋯⋯⋯⋯⋯⋯⋯⋯⋯⋯

3．铁道建筑研究所⋯⋯⋯⋯⋯⋯⋯⋯⋯⋯⋯⋯⋯⋯⋯⋯⋯⋯⋯⋯

4．通信信号研究所⋯⋯⋯⋯⋯⋯⋯⋯⋯⋯⋯⋯⋯⋯⋯⋯⋯⋯⋯⋯

5．金属及化学研究所⋯⋯⋯⋯⋯⋯⋯⋯⋯⋯⋯⋯⋯。⋯⋯⋯⋯⋯

6．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7．标准计量研究所⋯⋯⋯⋯⋯⋯⋯⋯⋯⋯⋯⋯⋯⋯⋯⋯⋯⋯⋯⋯

8．西南研究所⋯．．．⋯⋯⋯⋯⋯⋯⋯⋯⋯⋯⋯⋯⋯⋯⋯⋯⋯⋯⋯⋯

9．西北研究所⋯⋯⋯⋯⋯⋯⋯⋯⋯⋯⋯⋯⋯⋯⋯⋯⋯⋯⋯⋯⋯⋯

10．实验工厂⋯⋯⋯⋯⋯⋯⋯⋯⋯⋯⋯⋯⋯⋯⋯⋯⋯⋯⋯⋯⋯⋯

11．环行试验管理段⋯⋯⋯⋯⋯⋯⋯⋯⋯⋯⋯⋯⋯⋯⋯⋯⋯⋯⋯

12．院机关⋯⋯⋯⋯⋯⋯⋯⋯⋯⋯⋯⋯⋯⋯⋯⋯⋯⋯一⋯⋯⋯一

四、恢复和振兴时期(1977--1984)

1．运输及经济研究所⋯⋯⋯⋯⋯⋯⋯⋯⋯⋯⋯⋯⋯⋯⋯⋯⋯⋯⋯

2．机车车辆研究所⋯⋯⋯⋯⋯⋯⋯⋯⋯⋯⋯⋯⋯⋯⋯．．．⋯⋯⋯⋯

3．铁道建筑研究所⋯⋯⋯⋯⋯⋯⋯⋯⋯⋯⋯⋯⋯⋯⋯⋯⋯⋯⋯⋯

4．通信信号研究所⋯⋯⋯⋯⋯⋯⋯⋯⋯⋯⋯⋯⋯⋯⋯⋯⋯⋯⋯⋯

5．金属及化学研究所⋯⋯⋯⋯⋯⋯⋯⋯⋯⋯⋯⋯⋯⋯⋯⋯⋯⋯⋯

6．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

7．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8．标准计量研究所(中心、站)⋯⋯⋯⋯⋯⋯⋯⋯⋯⋯⋯⋯⋯⋯

9．西南研究所⋯⋯⋯⋯⋯⋯⋯⋯⋯⋯⋯⋯⋯⋯⋯⋯⋯”⋯⋯⋯⋯‘

10．西北研究所⋯⋯⋯⋯⋯⋯⋯⋯⋯⋯⋯⋯⋯⋯⋯⋯⋯⋯⋯⋯⋯

11．中间试验基地⋯⋯⋯⋯⋯⋯⋯⋯⋯⋯⋯⋯⋯⋯⋯⋯⋯⋯⋯⋯

12．环行铁道试验基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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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科技开发部-⋯⋯⋯⋯⋯⋯⋯⋯⋯⋯⋯⋯⋯⋯⋯⋯⋯⋯⋯⋯(193)

14．继续教育中心(研究生部)⋯⋯⋯⋯“⋯⋯⋯⋯⋯⋯⋯⋯⋯⋯(193)

15．院机关⋯⋯⋯⋯⋯⋯⋯⋯⋯⋯⋯⋯⋯“⋯⋯⋯⋯⋯⋯⋯⋯⋯‘(194)

五、改革时期(1985--1987)

1．运输及经济研究所⋯⋯⋯⋯⋯⋯⋯⋯⋯⋯⋯⋯⋯⋯⋯⋯⋯⋯⋯(197)

2．机车车辆研究所⋯⋯⋯⋯⋯⋯⋯⋯⋯⋯⋯⋯⋯⋯⋯⋯?⋯⋯⋯一(199)

3．铁道建筑研究所⋯⋯⋯⋯⋯⋯⋯⋯⋯⋯⋯⋯⋯⋯⋯⋯⋯⋯⋯⋯(202)

4．通信信号研究所⋯⋯⋯⋯⋯⋯⋯⋯⋯⋯⋯⋯⋯⋯⋯⋯⋯⋯．．．⋯(205)

5．金属及化学研究所“⋯⋯⋯⋯⋯⋯⋯⋯⋯⋯⋯⋯⋯⋯⋯⋯⋯⋯’(207)

6．电子计算技术研究所⋯⋯⋯⋯⋯⋯⋯⋯⋯．．．⋯⋯⋯⋯⋯⋯⋯⋯(209)

7．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210)

8．标准计量研究所(中心、站)⋯⋯⋯⋯⋯⋯⋯⋯⋯⋯⋯⋯⋯⋯(211)

9．西南研究所⋯⋯⋯⋯⋯⋯⋯⋯⋯⋯⋯⋯⋯⋯⋯⋯⋯⋯⋯⋯⋯⋯(213)

10．西北研究所⋯⋯⋯⋯⋯⋯⋯⋯⋯⋯⋯⋯⋯‘?⋯⋯⋯⋯⋯⋯⋯。(215)

11．中间试验基地⋯⋯⋯⋯⋯⋯⋯⋯⋯⋯⋯⋯⋯⋯⋯⋯⋯⋯⋯⋯(217)

12．环行铁道试验基地⋯⋯⋯⋯⋯⋯⋯⋯⋯⋯⋯⋯⋯⋯⋯⋯⋯⋯(217)

13．继续教育中心(研究生部)⋯⋯．．．⋯⋯⋯⋯⋯⋯¨“⋯⋯⋯⋯”(218)

14．中国铁路闭路电视公司⋯⋯⋯⋯⋯⋯⋯⋯⋯⋯⋯⋯⋯⋯⋯⋯(218)

15．院机关⋯⋯⋯⋯⋯⋯⋯⋯⋯⋯⋯⋯⋯⋯⋯⋯⋯⋯⋯⋯⋯⋯⋯(219)

编后⋯⋯⋯⋯·：⋯⋯⋯⋯⋯⋯⋯⋯⋯⋯⋯⋯⋯⋯⋯⋯⋯⋯⋯⋯⋯⋯⋯⋯’(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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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一、历任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

(按任职时间为序，．调离院的副职未列入)

茅以升

布 克

宋金声

程庆国

尹令昭

唐振绪

李 旭

陈九铭

李新民

蓝务帛

李泮明

赵捷兵

王 克

陈可兴

孙毓贤

岳志坚

徐国光

丁建成

周宏业

齐光桂

苏 华

李泮林

于龙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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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茅以升

『(1896-1989)

原名以爿，字唐臣，男．江苏镇江人。1987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

党．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坚定的爱国

主义者．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考取清华官费赴美留学。

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19年以论文《桥梁结

构次应力研究》，获美国卡内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

河海工科大学，天津北洋大学校长．1933年至1937年，主持设计建造

了我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抗13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

唐山工学院院长．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49

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铁道

研究所所长、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欧美同学会长．1982年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52年参加九三学

社，长期担任九三学杜中央副主席，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

主席。主要著作有：《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古桥与薪桥》、《中国古桥技术

史》等。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铁科院的创始人之一，任职三十年中对铁科

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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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绪

字缵伯，男，江苏省无锡市人．1911年3月生．1926年人唐山交通大

学，1935年取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36年8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

究生院攻读水利工程、铁道工程，1937年获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40

年取得水力及运输工程博士学位。后在美任水力学助教、水力设计师，

工程师，曾任纽约中国同学会主席，交大北美洲校友会会长，主编出版

了《世界工程丛刊》．1945年11月回国，历任行政院工程计划团主任

工程师兼总干事，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兼设计处处长、高雄港

务局副局长、台湾省林产管理局局长、省政府专门委员等职．1948年9月到上海，出任

唐山工学院院长。他与唐院师生员工同舟共济，克服了重重困难，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在

唐振绪等同志的积极建议下，经铁道部批准1950年3月1日成立铁道技术研究所，由他

兼任所长．1950年10月改组为铁道研究所，他任副所长．1956年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1983年起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交通大学校友总会

名誉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民革中央常务委员会顾

问，中国铁道学会到理事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水利学会理事，美洲中国

工程师学会终身会员．四十年来，他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铁路的高等教育事业和铁道

科学研究事业作出可贵的贡献，特别是对铁道科学研究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泮明
(1914—1982)

男，河南省南阳县人．1932年考入山东省创办的工程人员训练班土木

科，毕业后从事公路建筑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奔赴延安．投身革

命，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直到1946年2月．1938年9月参加中国共

产党，曾任抗大训练部军事助理员兼教员，抗大高干队数学教员，抗大

干部训练队区队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1946年～1952年从事铁路运

输、抢修和建设工作，曾任东北梅河口东满铁路局工电部副部长，梅河

口和通化地区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通化铁路局监委，东北铁路驻梅

河口办事处处长，通化铁路局副局长，东北铁路总局．铁道纵队和铁道兵团工电部副部长

兼副总工程师，铁道部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副局长等职．为抢修和恢复东北，津浦、京

汉、西北，洛潼．粤汉，湘桂等铁路，作出了贡献，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1946年10

月曾入朝任中共中央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主任．1952年5月调铁道研究所任副所长兼书

记，1954年赴越南曾任铁道顾问组组长。回院后历任副院长、分党组副书记、党委副书

记，代理党委书记．党的核心组组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他是铁科院的创

建者和主要负责人之一，三十年中，为铁道科研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他

认真贯彻党的科学技术方针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深受广大科技人员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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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志坚

男，河北省曲阳县人，1918年7月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区，县、专区，北岳

区和晋察冀边区青救会副主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49

年任铁道部团工委副书记，1952年任铁道部机务局局长，·1956年一
1964年任铁道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64年任国家科委副主

任兼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局长，1972年任中国标准计量局局长兼分

党组书记，1978年5月调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标准总局局长，中

国质量管理协会和中国标准化协会第一届理事长．现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副会长，中

国质量管理协会顾问。

建国四十年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主要做出了以下成绩和贡献：在铁道部长领

导下．组织开展了。满载超轴五百公里运动”，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支援抗美援朝战

争，保证铁路运输任务的完成起了积极作用。协助院长在原有的基础上建立了铁道科学研

究院，建成了六个研究所和东郊环行试验线，为铁道科研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4

年到1989年一直分管全国的计量工作、标准化工作，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在计委

主任和协会会长的领导下。组织和参与了以大秦线为骨干的晋煤外运通道和煤码头的技术

决策工作．组织主编了《中国质量管理》．

齐光桂

原名齐广贵。男，河北隆平县人(今隆尧县)，1916年11月生。1937

年毕业于河北省立邢台师范，193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冀南区(今河北省地区)隆平县区战地动

员委员会主任、区长，宁南县抗日县政府县长，新河县抗日县政府县

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任县县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秘书室主任，中

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铁道部总务处处长。1952年以后历任铁道研究所实

验工厂厂长，院行政处处长，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副院长、

院职工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85年离休。

齐光桂同志长期从事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为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在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三十余年，对铁道科学研究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为铁道科学研

究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布 克

男，原名马元章，山东省临朐县人，1915年生．1937年8月由济南中

学人山东抗战政治人员训练班，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参加民族解放

先锋队，193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任山东聊城专

区政治部工作员，中共荏平县工委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武装工作队队

长，一二九师第三大队大队长；鲁西军区第四军分区营长、教导员、团

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团政委，纵队

政治部组织部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十六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兵团政治

部组织部副部长．全国解放后，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进军西南后，任贵州省军区 ·

政治部组织部长，贵州省铜仁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转业后，历任铁道部西南设计

分局局长，党委书记；铁道部设计总局、基建总局副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第

一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组长、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兼基建总

局局长，1983爵休．现任铁道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铁道工程企业协会理事长。

布克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征战南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持铁路基

建工作多年，为铁路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在主持铁科院工作期间，为铁道科研事业的
’

进步作出了积极努力．

李 旭
(1917年一1973年J

男。山西武乡县人，县立师范毕业．193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7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武乡县委军委兼游击大队长，晋冀豫

路东特委秘书、交通科长，太行区党委党校副大队长．1942年任晋豫

军区二支队(太岳军区二团)政治教导员。1944年任太岳军区四分区

教导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豫军区四纵队卫生部政委，四纵

队十一旅三十八团政委，二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

曾参加渡江作战，担任四兵团渡江前锋的团政治委员，在渡江作战中受

到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转业到铁路工作．1950-1953年任昆明铁路管理局军事代表兼副局

长，1953—1957年历任铁道部第五工程局副局长，第四工程局副局长．1958—1966年曾任

武汉铁路局副局长。1966年6月调铁道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于1973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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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捷兵
(1917-1990)

‘曾用名赵锡琳，字子玉，男，汉族。山西省盂县人。1937年4月参加

革命，同年9月人党。历任盂县区人民武装大队部大队长，县总队部总

队长，县武委会主任，盂阳县武装部长，晋察冀二军分区河南武装分部

部长，二军分区武装部副部长，冀晋及察哈尔军区武装部作战、政治、

后勤科科长。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指挥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抗

击日寇侵略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带领民兵参加了正太．平津战

’役的支前工作．1949年初转入铁路，历任张家121铁路分局的政治处主

任，工会主席，分局长兼党委书记，张家口市市委委员，北京局区工会主席，局党委副书

记兼政治部副主任，铁道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铁道部大同机车工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

主任，1975年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1982年离休，任院老协

理事长，铁道部老协一，二届理事会理事。于1990年病故。赵捷兵同志三十多年来一直

担任铁路运输、工业，科研部门党政领导职务，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工

作，为铁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国光

曾用名徐真民。男，1923年生，山东掖县(现莱州市)人。1944年参

加革命工作，1946年人党。

历任掖县青救会干事，掖县双山区．午城区青教会副主任、主任，

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学员，干事，张博铁路局秘书科科员，华东铁路

局张店办事处副股长，青岛铁路分局团委副书记，中共周村线路总支副

书记，青岛铁路分局政治处宣传科科长，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部员，铁

道部党组办公室秘书，铁道部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部政治部秘书

处处长，铁道部政治部办公室领导小组副组长、代组长，铁道部五七干校党委委员，大队

长兼政委，铁道部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政治部副主

任、院党委常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85年离休。现任：院老战士协会副理事长，院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院老战士协会书法绘画研究会理事长。

1947年3月在午城区工作时，带领担架队支援胶济路东段战役，完成支前任务，立

功受奖。1947年6月在军大学习时，两次立功受奖，1948年12月在抢修胶济铁路时，荣

立三等功。

1975年调铁科院工作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加强党的建设，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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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华

‘

原名白恒琛。男，河北省安新县人，1919年11月生。1937年4月参加

革命，1937年9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

展“牺盟会”的工作和组建铁路工会，任临汾铁路地区工会主任及党的组

织委员。同年12月人中央华北局党训班学习．1938年2月随工友南下

西安，参加领导工友与铁路局的斗争，获胜后动员工人去安吴青训班，

任指导员。1938年底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工作，任教员，班主任等

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去东北，任辽宁省政府干部科长，辽源、清原

县委书记．省土改工作团分团长。1949年沈阳解放后，任沈阳铁路局政治部主任，中长

路沈阳分局党委书记。以后历任锦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兰州铁路局党委副

书记、政治部主任、局长，石太线电气化工程指挥部总指挥，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1977

年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1983年9月改任顾问。1985年9月离体后，

任中同交通运输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铁路老战士协会常务理事，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老战士

协会理事长。

苏华同志主持铁科院领导工作时期，坚决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

针、政策，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

究院的方向任务。认真执行了以科研为中心。以出成果、出人才为基本任务的指导方针，

为铁科院的恢复．整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金声
(1915—1988)

原名宋振洪，男，山东莱芜县人。1938年lO月参加革命军队，1939年

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鲁中军区兵工厂厂长、山东军区兵工厂

J。长，山东淄川县台头合寨区区长兼中队长。东北解放后历任黑龙江省

术兰县工作队队长．哈尔滨顾乡区工作队，通河工作队队长，哈尔滨铁

路工，厂长兼党总支书记，沈阳车辆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齐齐哈尔车辆

¨’厂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后调任铁道部工业总局副局长，资阳内燃

机车：[厂党委书记．1978年1月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顾问．1982年离



陈九铭

男，1917年4月生，山东蓬莱县人．1950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毕业于奉天铁路学院电气科通信专业，历任白城子电务技

术员、齐铁电务部通信科科员。。八’一五’东北光复后，历任齐齐哈尔

电务段长、齐局通信科副科长。194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通信副

科长，东北铁路总局工电部通信科长、技术科长，东北铁路特派员办事

处电务部助理部长，中长铁路理事会中方电务顾问。1953年1月调铁

道部电务局任助理局长．副总工程师。1973年3月调部科技委员会任

科研组长．1978年3月调铁科院任副院长，1983年改任院科技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7年1月离休。历任第一．二届中国铁道学会常务理事，自动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第一，二届中国通信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常务理事和第一届中国

电子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1946年到1973年他长期从事铁道电务技术业务的组织管理工作，1973年开始从事科

技领导工作。来院后，为建立、健全科研组织管理规章制度，改进科研规划、计划的编制

方法．明确新的目标和重点，积极组织重大项目攻关，充实院的科研力量，加速试验手段

建设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 克

男，河北省安国县人。1926年8月生。1942年6月入伍，同年11月入

党。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战士，本地村支部书记，区委副组委等职。

。8‘15”日本投降后，调东北工作。先后在辽西、热辽地区任区委书记

兼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热辽地委青委委员。沈阳解放后入铁路。历

任沈阳铁路局团委书记，东北铁路党委青委组织部副部长，齐齐哈尔铁

路局党组成员，团委书记，工务处长，林口分局党组书记、政治处主

任。1957年6月，调齐齐哈尔铁路局任党委常委．团委书记．1963年

6月．酬个凼铁道团委任副书记，曾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后调北京铁道医学院任政治

部副主任。1978年3月，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任副院长。为加强行政后勤管理和环行铁

道治安保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15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