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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

的原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一致o
。‘

二、本志记述内容包括合肥地区主要行业和学科领域重大科学技术(不含社

会、人文科学)的发生、发展和现状，科技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科学发展

所依存的条件o

三、本志为序、述、记、志、图、表、录多体并用，以志为主；志按章、节、目分层次

编排，横陈门类，纵述始末；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

四、本志断限，上起事物发端，下限原则上为1990年，部分重大科学活动适当

下延。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条目日若不详，列于月末；月若

不详，列于年末，且月、日前注“※”o

六、记时采用公元纪年，并注明中国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简称建国前、后。

七、地名、机构名称按当时的称呼书写，变动者括注今称。机构名称太繁者，

第一次出现用全称，此后多次出现用简称。 ．

八、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典籍及有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具体出处，不另
赘述。



序

户·s表
正值人类迈进新世纪，科教兴国战略深入实施之际，<合肥科学技术志>

付梓问世了，实乃我市科技、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事，也是软科学的一

项重要成果。这项开创性工作的完成，填补了我市科技发展史上的一

项空白。对继承和弘扬合肥科技的光辉业绩，繁荣科学技术事业，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解放前，科技事业几近空

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创了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在党和政府

的领导下，经过合肥人民及广大科技工作者五十年来的艰苦努力，合肥

的科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现已拥有一支攻坚能力较强的科

技队伍。拥有一批实力较为雄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机构，

拥有一套完善的科技管理服务系统。形成了一个具有全省中心地位和

辐射功能、学科门类齐全的开放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全市有以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各类高等院校23所和以中科院合肥分院为代

表的科研院所数百个，各类科技人员20余万，创造出一大批优秀科技

成果。合肥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o<合肥科学技术志>正是

以翔实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出这一令人激动人心的历史发展过程，

反映了合肥近几十年来科技领域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它具有资治、

教化、存史的功能，也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

该志以时为经，纵贯春秋。着重记述建国以来，特别是重点记述了

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技发展的经历和现状。既有科技事业的巨

大成就，也有失误和挫折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褒贬抑扬寓于史实记

述之中。前事为师，可资殷鉴。对于有关部门进行科学决策，研究制定

科技、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以事为纬，横陈百科。

学科、成果、机构、管理等各类事略，囊于一册；中央、省、市属科研院所

的科技状况，备于一览。为合肥人民及兄弟城市乃至世界各国熟悉合

肥，沟通信息开辟了一扇窗口，对于扩大国内外的科技、经济协作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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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作用。

纵观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风起云

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党和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将科学技术作

为兴国的战略，现代化的关键。面对国内外科技事业的迅速崛起，我们

将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旗帜，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加强创新，扎实工作，不断探

索，勇敢主动地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把科教兴市战略落到实处，全面推

进科技进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把建设现代化大城市的宏伟事业全面

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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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合肥，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自秦王朝开始在合肥设县。隋、唐、

明、清时，合肥为庐州路、郡、府，故有“庐州府”之称。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把省会

设在合肥。1949年1月，合肥解放，1952年，合肥成为安徽省省会。1990年辖东

市、中市、西市、郊区4个区和长丰、肥东、肥西3个县。

合肥市位于安徽省中部，江淮之间。北起舜耕山，南至巢湖，岗冲起伏，垄畈

相间，总的地势是中部高，南北低。地理坐标：北伟31。30’—32。37’、东经1169

40 7—117。527。

全市土地面积7266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2％。1990年总人口

386万人，其中市区人口110万人。

在历史上合肥是“三国故地，包拯家乡”，经济繁荣，商业发达，一直是江淮地

区的行政中心，唐代之时，合肥不以行政区域名称命名而别称“金斗城”，反映当时

合肥城市商业的兴盛，唐代合肥的贡品中就有丝布、绸缎、绢、花纱、酒器、铁器等，

足见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情况。

在地理上，合肥被称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为历来兵

家所必争之地，城坚池深，号称“天生重庆，铁打庐州”，名冠古今。早在三国之时，

魏、吴在合肥城下，就相持达三十多年，孙权脱险“飞骑桥”，张辽威震“逍遥津”，曹

操练兵“教弩台”，都是合肥饱经苍桑的历史见证。长期的战争动荡使合肥的经济

文化方面遭到了严重的摧残。直至本世纪初，1902年，合肥开始兴办新式教育，创

办庐州中学堂。1904年，外国传教士进入合肥，建立教堂、医院、学校。此后，合肥

出现电力、纺织、印染、碾米、卷烟、砖瓦、铁工等近代工业。1935年，合肥的主要工

业有1个电灯公司，3个碾米公司，17家纺织厂，42家印染厂，10家印刷厂，11家

窑厂，百余家油坊，铁业200户，糟坊千余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合肥沦入日寇之

手，lO万人民背井离乡，商户流徙，城垣残破，城镇经济全面崩溃。

建国之前，合肥市科技事业几近空白，仅有4所中学、17所小学，没有1所大

学，全市人口中文盲比例占32％左右，科学研究事业无从谈起。

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合肥市的科教事业迅速发展，到50年代末随

着安徽农学院、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安徽师范学院及11年中等专业学校等院，

校的先后建立，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科学的门类迅速增多，学术水

平提高很快；半导体、自动化等新兴技术开始兴起；各类科研机构相继建立，其中

有首批建立起来的市属科研所8个，从业科技人员300多名。党和政府为了进一



步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在合肥历史上首次建立了

安徽省科委和合肥市科委，从各方面加强了科技管理工作，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

步和与工农业生产的结合，强化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在工业方面：成功研

制出高精度大型矿物分离机。及安徽省第一台轮式小型拖机等，生产并出口Y型

翻斗车；农业方面：在发展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实行科学种田和使用新式

农机具，农作物的品种增多。产量不断提高；医学方面：实行了中西医结合，基础医

学研究与临床医学研究结合，传统医学与新兴医学结合的方针，不断开辟了医学

科学的新领域，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

70年代初，中国科技大学迁建合肥，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合肥水泥研究设计

院相继建立，省、市属科研机构发展到30多家。1978年，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建

于合肥西郊三面环水风景优美的董铺岛，成为中国科学院除北京、上海以外的又

一个基地。为在合肥建立科教城奠定了基础。80年代初，电子工业部第16所、38

所、43所相继迁建合肥。1982年6月，国务院在合肥市总体规划的的批复中明确

指出“合肥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合肥市成为全国的四大科教基地之一o 1986

年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胜利竣工，更使合肥的科教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1990年，合肥市已拥有各级各类科研院所数百个，其中中央和部属12个。省

属80个，市属23个，民办科研机构200多家。还涌现出一大批厂办科研所和专业

技术学会、协会、研究会。1992年，合肥地区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达

16万余人，其中从事社会科学的7．4万余人，从事自然科学的8．6万余人。在从

事自然科学的专业技术干部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4万余人。高等院校37所

(其中普通高校10所，成人高校25所，军事院校2所)，每年培养10多万大学生。

高校的科技活动在合肥地区科技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在1988年，全市

高校共取得科技成果126项，其中54项获省级以上奖励，有8所高校承担了49项

国家批准攻关的课题和16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的计划项目。荣获1989年度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合肥工业大学陈良玉夫妇研制的异步电动机分层多目标

优化设计软件，可覆盖80％的异步电机软件，设计速度比人工设计提高2～3万

倍。高校雄厚的科技实力形成了合肥突出的科技优势。肥东县人民医院研制的

AHl型肠减压器，在1988年第33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上获得银

奖，为我国争得了荣誉。合肥电机厂研制的QKSGl200千瓦高压潜水泵获国家科

技成果奖。“黄牛面革草酶脱毛”等14项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或国家科技进步

奖。在合肥有全国最大的直流脉冲机组，而这样的大型机组在全世界只有两台。

1986年，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二百兆电子伏特直线加速器的一次出束成功，标志

着我国在同步辐射方面的研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科技的进步，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新材料的大批出现，大大提高了工业、交通、通讯、城建和国防建设

的现代化水平；农业科研能力的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形成，系统工程的应

用，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速度；新医、新药、新的医疗技术设备，在防病治病，提高
2



医疗技术水平，保障市民健康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合肥市获得市级以上奖励的科技成果共1824项。有98项科技成果获全国科

学大会奖；202项成果获安徽省科学大会奖；257项成果获合肥科学大会奖。1978

～1990年间，合肥市共获省级奖励科技成果638项；获市级奖励科技成果431项。

科技成果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应用之广、效益之好都是合肥前所未有的。为了把

科技优势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合肥市人民政

府专门制定了12条措施，对从事科技开发的单位实行有偿合同，促进科研单位、

大专院校和企业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科技协作。成立了科技经济协作

办公室，专门为科技与经济联姻牵线搭桥。在1987年统计，全市紧密型半紧密型

的科研生产联合体已有36个。技术市场的开放，加速了科技成果商品化的步伐。

与此同时，涌现了一大批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随着技术市场的日趋活跃，民办

科研异军突起，蓬勃发展，成为合肥科技事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四十多年来，合肥市的科学技术事业，从无到有，从脆弱落后发展到初具规模

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拥有一支攻坚能力较强的科技队伍；拥有一批实力较

为雄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机构；拥有一套科技管理、科技学会、科学

普及、科技情报、科学器材、计量测试和技术市场等管理服务系统。形成了一个具

有全省中心地位和辐射功能、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开放的科学技术体系，被列为

全国四大科教基地之一。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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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科学

第一节数学

建国初期，随着一批高等院校在合肥相继建立，合肥市的数学研究工作逐步

开展起来。50年代初，合肥师范学校首先设立了数学专业，主要培养数学研究人

员和师资力量。1958年，安徽大学由芜湖迁至合肥，加强了数学研究方面的实力，

当时的数学研究工作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向有复变函数论、三角级数论、

拓扑学、几何学、代数学、微分方程论等。从50年代末起，运筹学、控制论、统计数

学等应用性强的数学分支研究迅速发展，进一步扩充了合肥数学研究领域。

1970年初，中国科技大学由北京迁来合肥，在数学系设置有基础数学、计算数

学、概率统计运筹学、应用数学四个专业。中国科技大学采用“全院办校、所系结

合”的教学科研方针，各专业都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所(室)，重视基础理论教学和研

究。严济慈、华罗庚等著名数学家多次前来讲课，进行学术交流，并开展数学研究

工作，中国科技大学的数学教研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合肥教学研究方面的主要力

量。合肥的数学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到1990年，合肥的数学研

究力量主要集中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主要有基础数学、计算数学、运筹学、控制

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学六个方面，都有硕士学位点，并有四个博士学位

点o ，

1978--1990年间，合肥在数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科技成果，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部分研究成果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地位。
。

基础理论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龚升的“关于单叶函数论方面的五篇论文”，在证明著名的比勃

巴赫猜想(1916年由德国著名数学家比勃巴赫提出)的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该

成果获1979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1980～1981年，中国科技大学

陈希孺陆续发表了他对数理统计中的若干极限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

包括4篇论文：一、<关于U统计量与Von--Mises统计量的极限性质>，解决了U

统计量(在任意阶矩存在的前提下，不必整数阶)强收敛的最佳速度问题。国外曾

有人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某些特殊情况。本文用不同方法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成

为这方面的显著进展之一；二、<线性模型中误差方差估计的Berry--Essen界限>，

在误差独立同分布下，彻底解决了在独立而不必同布下线性模型中误差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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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规则化后)收敛于标准正态分布的最佳一致速度问题；三、<线性估计弱相结合

性的_个问题>，所得结果是最小二乘估计的弱相合理论变得更完整，方法也富于

技巧性；四、<最近邻密度估计的收敛速度>，是一篇开创性文章，填补了国内外这

方面工作的空白，在理论和实际意义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该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获1982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熊金城关于“线段映射的周期点集、回归点集、非游荡点集之间的关系”的研

究，为一维拓朴动力体系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获1982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

成果二等奖。

李尚志等关于“有限李型单群子群体系的研究”，证明了对有限李型在同构意

义上由子群格唯一决定，从而导致了数学家Baer对“有限非交换单群由子群格唯

一决定”提出的猜想彻底获证，这一成果理论的深度和方法的难度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获1983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冯克勤等的“代数数论的研究”，开拓了我国代数数论的研究领域，促进了代

数数论在我国的发展，受到国际同行专家的重视，获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

二等奖。

安徽大学许攻范完成的<高阶线性微分方程定解问题>和<高阶正对称方程>

两篇关于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论文。对高阶线性偏微分方程定解问题的研究，取

得了国内在此方面研究中较好成果，在中国数学学会第三届数学会议上和偏微分

[． 方程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上作过报告，获安徽省1980年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

I 应用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石钟慈提出的一种以样条函数为基础的有限元计算方法——

“样条有限元”，具有比通常有限元方法精度高、计算量少、计算机存贮量少，可以

在中小型计算机上解决大型问题等优点，特别适用于土木、水利、建筑等方面的结

构分析。经生产部门使用，解决了许多工程计算的实际问题。获1979年中国科学

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常庚哲完成的“Coon8方法和Bezier方法的应用和研究”二篇综述性论文，是
． 目前为止我国介绍Coons方法和Bezier方法最详尽的材料，既具有严格的数学基

础。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对于一切涉及几何外型和制造的工业，例如飞机、船

舶、汽车、精密机械制造业，都具有重要意义，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o

19"／9年8月，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学生史丰收创造成功快速计算法，运用该

计算方法能通过心算在几秒钟内进行多位数的四则运算、乘方、开方等数学计算，

并写成<快速计算法>一书，向全国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o
’。

李翊神等完成的“孤立子与非线性演化方程”是综合几何、代数、分析方法在

应用基础研究上取得的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用意义。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

科技进步二等奖。

赵林城“关于统计量的收敛和收敛速度的研究"，对于大样本统计的基础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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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依据，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

等奖o

合肥工业大学陆正亚完成的“解架空高压线状态方程的M函数法和I叫函
数三、四次方程的新方法”，对状态方程和一般三、四次代数方程进行最佳仿射变

换减少参量后，通过计算机列表，可供电力设计单位采用。

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5名学生及华罗庚教授等9名同志共同完成的“攀钢提

钒工艺参数的系统优化——完善提高提矾工艺技术”项目中，依靠数学工作解决

了提矾工艺技术路线中多年攻关未克的关键问题，该成果获1988年度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第二节物理学

建国初期，普通物理学在合肥市大、中学校得到充实。1958年安徽大学自芜

湖迁来合肥后，物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有了加强。到60年代初，已出现了理论

物理学、无线电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金属物理学、半导体物理学、铁磁学和近代

光学等深层次的分支学科。在此期间，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学院、安

徽医学院等一些高等院校都加强了物理学深层次的分支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o

1963年安徽省物理学会和合肥市物理学会相继成立，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合肥市

的物理学出现了大发展的形势。

1970年初，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北京迁到合肥市。设有近现代物理学等专业

及物理学研究所，合肥的物理学科研和教学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文化大革命”后，相继恢复和重建了理论物理学、磁学和无线电电子学等分

支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并创建了凝聚态物理

学、宇宙射线物理学、材料科学、超导技术、离子束技术和电子柬技术等新的分支

学科及研究机构。1978年，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领导管理合

肥地区的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等中国科学院所属物理研究

机构，1979年后，增加了智能机械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和一个分院直属计算中

心，建立起一个以基础科学和新兴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性科学研究基地。合肥的

物理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物理学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阮图南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究的“陪集空间

纯规范场理论”，提出了陪集空间纯规范场的概念、理论和应用，在理论物理研究

上取得了新的成果，获1980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合肥无线电四厂等单位完成的“44—3型多用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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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度仪”，采用塑料闪烁体计数、固体小立体角方法，配合专门设计的分频线路和

数字显示线路，实现对放射性强度测量，该仪器于1979年6月由安徽省科委组织

进行了国家级鉴定，并由合肥无线电四厂进行了小批量试产，该项成果获1980年

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安徽省科技成果四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独立设计的“1000×1500删n2大型多丝正比室及计

算机实时数据处理系统”，在国内首次使用，其大室灵敏面积大，能分辨多事例，实

时数据处理系统功能齐全，实时性强，并具有系统检查、功能扩充等特点，获1981

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基础物理中心在科学研究中完成了“具有可分辨子源类星体的演化和减速因

子的确定”，获1980年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与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密切合作，

对“同步辐射装置”进行预研制及物理设计。其中预制研究含4项成果，物理设计

含25项成果。经全国性会议审定，已达国际先进水平，获1981年度中国科学院重

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力学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伍小平等的“空间散斑场的运动规律”，从基本的费

涅尔一基尔霍夫积分出发，导出3个关于散斑场变化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从而

再推导出散斑运动与物表面之间的一大解析关系式，导出的空间散斑场运动规律

的一般公式，已为大量实验所证实，从而澄清了国际上散斑干涉计量中，对散斑运

动的混乱看法，在理论上和应用上做出了贡献。经中国力学学会实验力学学术委

员会审查评定，该项成果使干涉法具有更可靠的理论和实验基础，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获1979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近代力学系开展对“弹性元件的理论研究”，发表了两篇论文，达到国际水平，

可直接供精密仪表弹性元件设计时应用，获1980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

二等奖。

韩肇元等关于“弱运动激波与尖锥头激波斜相互作用的实验研究”，运用新的

实验方案，可以同时获得平面运动激波与尖锥头激波斜相互作用的流场照片和锥

面瞬态压力曲线，获1983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朱兆祥等的“弹塑性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是固体力学、爆炸力学中难度大、

内容新的前沿工作，在理论和应用研究上都作出了贡献。

光学研究

1970年底，在合肥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主要从事激光光

谱学与光谱技术、新型激光器及其应用的研究等。开展了高分辨率饱和吸收光

谱、双光子光谱、光电流光谱、荧光光谱、微微秒光谱研究。研制成功的“JVG型激

光微区光谱仪”是以激光为光源的新型光谱仪器，可对被分析物几乎无损地进行

发射光谱分析，具有极高的分析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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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喻先锋等的“提拉法生长全息用高功率

激光红宝石的研究”用高频感应加热提拉法生产了红宝石单晶。

殷绍唐等的“提拉法生长激光红宝石晶体研究”突破了晶体质量关，掌握了用

提拉法生产优质红宝石的工艺技术，为研制高标准的激光器提供了质量优良的工

作物质，广泛应用于全息照相、月球测距及人造卫星跟踪上。

敖贵平等研制的“数字显示晶体生长程序控制仪”，既可对生长炉的温度进行

精确控制，又可按需要进行一定的程序变化。

无线电电子学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余翔林等的“八毫米半主动式地物相参动目标检测静

态试验系统”。经实验检验，具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是国内第一次研制成功的静

态实验系统，对国际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获1982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

技成果二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和电子工业部十六所共同研制的“8毫米波段可调接

收前端”，满足了国产雷达的实战要求，使雷达性能和可靠度得以提高，为实现国

产雷达接收组件的固态化和各种用途的毫米波整机研制开辟了道路，填补了国内

空白，获1986年度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

工程热物理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工程热物理系与肥西县木器厂合作，研制出“太阳能木材干燥

窑”，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是首创性的具有系统理论计算的科研成果，获1982年度

中国科学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

第三节化 学

1954年，合肥师范学校最早开设了化学课，开展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o 1958

年，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学院等一些高等院校在相继建立，结合教学

工作各校都相继建立起化学教研室，进行化学研究工作，并对外开展化学方面的

定性定量分析业务。随着一批化学工作者的迅速成长，给合肥的化学事业带来勃

勃生机。60年代中期，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等化

学分支学科的专业队伍初具规模，并取得一批有相当水平的科研成果。“文化大

革命”中化学研究工作一度中断，仅在应用方面取得一些进展。1978年，全国科学

大会召开后，化学科研队伍迅速壮大。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

一批高等院校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引进使用国外的先进仪器设

备，使合肥的化学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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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化学科研力量，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一些大、中型化工企

业。40年来，在化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化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研

成果。

基础研究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温元凯的“键参数函数及其应用”、近代化学系的“聚合羟

基氧化铝研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有机分子结构与性能间的定量关系”

等获中国科学院科学大会奖；“化学键及离子极化”等一批成果获安徽省科学大会

奖。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的“化学键能与分子热稳定性的研究”，从化学动力

学的观点出发，吸收物理有机化学与量子化学中的某些概念，提出了化学键均裂

的“劈裂一更变模型”，对电子效应等进行了定量处理，采用了与国外不同的方法

研究化学键能的变化规律，对于了解分子热稳定性有重要意义。

马兴孝的“激光分离同位素的实验及理论研究”，利用多原子在强红外场中发

生同位素选择性多光子离解，进行激光分离同位素，同时提出该动力过程的系统

理论，所得的条件和公式以解析的形式简洁地概括了激光分离同位素中选择激

发、误激发、激光态反应、热反应、能量转移等过程的矛盾和制约关系，对方案设计

和实验结果的分析具有指导意义，获1980年度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近代化学系的“取向高分子材料研究”，完成了单向拉伸结晶高聚物极图测定

和单向拉伸聚偏氟乙烯取向结构研究，同时还建立了单轴取向函数的严格计算方

法，取向函数计算和极图打印均采用TRS一80微型计算机。李健民的“3d轨道理

论及其应用”，创立了以非自由度作为标度的径向波函数理论，并利用这个理论于

配位场理论计算，使得配位场理论从一个定性的理论有可能变为定量的可以预言

的理论，可用于固体物理、化学、生物、地学等学科，获1987年度中国科学院科技

进步三等奖。

应用化学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以矾泥为原材料新型净水剂的研制和生产”等一

批成果获得197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大会奖。

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化学系关于“稀土汽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的研究”，对稀土复

合氧化物的合成、催化性质进行了研究。研制了具有钙钛矿结构的若干含稀土锰

系催化剂，可用于柴油机、内燃机尾声、电厂及化工厂尾气的净化及回收能量。利

用稀土物代替了贵金属作为各种催化剂，在理论和应用上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化学系钱生球研制成功的“多维营养油”，以菜籽油与米糠油为原料，在

人为控制条件下，采取油酯重整使菜籽油和米糠油的脂肪酸在甘油酯的位置上进

行交换，从而使原来的分子结构发生改变，保留了菜籽油和米糠油的优点，又克服

了它们的缺点，其芥酸含量明显降低，脂肪酸组成接近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

生组织所推荐的最佳比值，同时原料油中的同位素被巧妙地保留下来，为人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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