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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社稷之重 拓探索之渊
——

记 国 家 最高 科技奖获得者 张存浩 院 士

邵赛兵 吴善超 郑永和

中 国 科 学 院 大 连 化 学 物 理 研 究 所 ， 大 连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金 委 员 会 政 策 局 ， 北 京

年 月 日 ，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院 在北京人 化学 奖 、 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重要科技奖励 。

民大会堂举行 年度 国 家科学技术奖 励 大会 。

著名 物理化学家 ， 中 国 高能化学激光奠基人 、 分子反

应动 力学奠基人之一

， 中 国 科学院 院士 张存浩 ， 荣获 年 月 日 ， 张 存浩 出 生在天 津 的一个

年度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书香世家 ，祖籍 山 东无棣 。 父亲 张铸 ， 年旧 历

张存浩 ， 山东无棣人 。 年获中 央大学化学工 月 日 生 于桂林 。 年毕业于 天津南开 大学 ， 后

程学士 ， 年获美 国 密西根 大学 化学 工 程硕 士 ， 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学 习 。 年后 任天津化工局

年获香港 中 文大 学荣誉理学博士 。 年起 ， 高级工程师 ， 曾 获杰 出 贡献 奖 。 母亲 龙文瑗系 云南

在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 年 当 选 哈尼 族人 。 姑父傅 鹰 是享 誉 中 外 的 物理化 学家 ，

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院士 ） 、 年当选为发展中 国 年当选为 中 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 院士 ） ， 曾 任北

家科学院 院士 年当 选为英国 皇家化学 京大学副校长 。 姑母张锦 于 岁 时获得美伊利诺

会会士 。 曾任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 ， 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是中 国 有 机化学领域较早的女

第二 、 三届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主 任 、 党组书记 ， 博士 ， 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

中 国科协副主席 ， 中 国科学院化学部主任 等职务 。 现 抗战爆发后 ， 日 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席卷华北 ，

任 中 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中 国科协 张存浩这时正在天津读小学 ， 母亲 龙文瑗不愿 自 己

荣誉委员 、 北京分子科学 国家实验室 筹 理事长 、 科 的儿子在 日 本的奴化教 育下成长 ， 毅然将 只有 岁

技部科研诚信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 的张存浩交给早年从美 国学成回 国 任教 的姑父傅鹰

在他 多年的科研历程中 ， 应 国家需求频繁改 和姑母张锦夫妇带到大后方抚养 。 从 年起 ， 傅

行 。 张存浩 世纪 年代与合作者研制 出 水煤气 鹰和 张锦夫妇将 张存浩带在 自 己 身 边 ， 极尽教育启

合成液体燃料高 效熔铁催化剂 。 年代 作为火箭 蒙之责 ， 抚育他长成 。 他们 献身祖 国 教育和 科学事

推进剂 和发动 机燃烧研究 的领导人之一 研究 固 液 业的举动 ， 以 及强烈的民族 自 豪感和爱 国 主义 精神 ，

型火箭发动机 ， 并与合作 者首次提 出 固 体推进剂 的 对张存浩影响很深 。 少 年的 张存浩更是 自 幼好学 ，

多层火焰燃速理论 。 年代 ， 开创 我 国 高 能化学激 在家庭环境的熏 陶下 ， 日 渐养成严谨 、 创新的治学态

光研究领域 ， 研制 出 我 国 第一

台 连续波超音速化学 度和学风 ， 以及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风格 。

激光器 。 年代以来 ， 开拓我 国 短 波长 化学激光的 张存浩在抗战 时这种 极其艰苦的环境下 随姑父

研究方向 ， 研制 出 我 国 第
一

台 短 波长氧碘化学 激光 姑母辗转于重庆和福建 ， 于 年 岁 时考人享

器 开展化学激光新体系 的基础研究 ， 开创 我 国 分子 誉中 外的重庆南开 中学学 习 ， 年转人福建长汀

反应动力 学研究领域 。 中学 。 年 ， 岁 的张存浩 由 髙二肄业考入厦门

张存浩院 士在化学激光和分子反应动力 学等领 大学化学系 ， 次年转学重 庆中 央 大学化 工系 ，

域进行了许多开拓性和 突破性 的工作 ， 曾 荣获国 家 年毕业 ，

—

年在南 开 大 学化 工 系读 研究

自然科学奖 次 、 国家科技进步奖 次 、 以及陈嘉庚 生 ， 年赴美 留 学 ， 先人爱阿 华州 大学化学系 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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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 后又 转入密 西根大学化工系 ， 于 年获 化剂 、 并建立 了 氮化熔铁催化剂 流 化床水煤气合成

密西根大学化学工程硕士 学位 。 油 新工艺 体系 ；
还 解决了流化床传热 与 返混等难题 ，

年 月 ， 美 国 悍然 人侵朝 鲜 ， 张 存浩 的姑 并且在所 内 取得了
“

小试
”

和
“

中 试
”

的成功 。 以 张 存

母曾 坚持要求他在美 国 念完 博士 再 回 国 ， 而他料定 浩 为组长 的课题组能做出 每立方水煤气生 成二碳及

美国 很快会阻止 中 国 留 学生 归 国 ， 致使他报效祖 国 三碳以上产品 达 ， 超 过 了 当 时 国 际 最高 水 平

的崇高理想遭到 延误 。 强 烈的爱 国 心 、 神 圣的使命 （ 而且在产品分布 、 催化剂 寿命 等方面 也

感和 责任感使张存浩心 中充满 了 为 中华嵋起而奋斗 都处于国际领先 。 这项成果在 年荣 获首 届 国

的豪情 。 在 年 月 硕士 毕业后 ， 他果断放弃 了 家 自 然科学奖三等 奖 。 后来因大庆油 田 等大型油 田

继续深造的机会和 国外多家单位给 予丰厚待 遇 的工 的陆续发现 ， 我 国 原油短缺问 题在
一

定 时期 内 得 以

作机会 ， 在国 家最需要他的 时候 ， 毅然 回 到 当时条件 有效缓解 ， 原本十 分优秀 的科研成果因 成本 大大高

还十 分艰苦的祖国 。 于开采天然石 油而未能继续深入下去 。 然而 ，

“

煤代

回 国之后 ， 张存浩暂居北京 。 当时 ， 东北科研所 油
”

的思路和 技术 在 化物所仍然 获得很好 的延 续和

大连分所 （ 中 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 ） 的 发展 ， 以 甲醇制 烯烃为代表的 新一代
“

煤代 油
”

技术

奠基人张大煜先生经常来北京 ， 到 教育部 留 学生管 现 已实现工业化 ， 成为了我 国 战 略性新兴产业 。

理处延揽人才 。 有一次 ， 张大煜先生在管理处遇 见 世纪 年代 ： 开展火箭推进 剂 的研制

了 张存浩 。 他非 常渴 望张存浩能到 大连 工作 ， 当 即 世纪 年代末 ， 紧 张 的 国 际形 势 迫使 中 国

邀请他到大连分所参观 。 张存浩当夜便跟随张大煜 必 须独立 自 主 发展 尖端国 防技术 ， 张存浩迅速转 向

先生乘火车 到大连 。 他在大连分所看到 了 很多当 时 火 箭推进 剂这一全新领域 。 作为研究火箭推 进剂 和

国 际上都是十 分精 良 的先进仪器设备 ，
是做科研 的 发 动机燃烧的 负责 人之一

， 他率领团 队 冒着 生命危

好地方 于是决定谢绝 了 北京大学 等京区 家著名 险在 火箭试车 台 上做固 液型 火箭 发动 机实验 ， 经数

高校和科研单位的聘请 ， 于 年春 ， 告别 了 父母 千次的试车台 原型 实验 ， 先后 研制 出 液体 氧化剂 喷

和抚养多年的姑父姑母 ， 只身 一人来到大连 ， 开始了 注器 、 高温燃气涡 流混合器 、 异 型 固 体药柱 的制 备 、

他为祖 国科学事业贡献才智 的征程 。 耐高 温石墨喷管 、 尤其是火箭发动机高 空 点火器等

幸 垔研奋飾逋 知成觥
纟箭发动机样机 ， 并解决了 燃烧过程中 的 均匀 性 、 完

世纪 年 代
： 开展水 煤气 合成 液 体燃料 全性 、 稳定性等关键科学问 题 。

研究 上世纪 年代正 值复合 固 体火 箭推进 剂 大发

张存浩刚进所时 ， 被分配到
“

燃料第
一研 究室

”

展 的年代 ， 大型 固 体火箭 的研制 迫 切 需 要 一种能够

工作 。 当时 ， 中 国 只在玉 门有很小的油 田
， 石油 资源 反映实际燃烧过程的燃速理论 。 固 体火箭推进剂 的

十分匮乏 ， 加 上西方对新生社会主 义 中 国 进行全面 线性燃速 ， 是设计火 箭发动 机 的关键参数之一

。 而

封锁 ， 燃料油形势十 分严峻 。 为解决国 家急需 、 让祖 对复合固 体推进剂 来说 ， 可 以 有 十 几个推进剂 参数

国 丢掉
“

缺油
”

的包袱 ， 他接受 了 张 大煜所长 交下 的 影响推进剂 的燃烧过程 。 他在研究 固 液火箭推进剂

任 务 ， 投身于水煤气合成液体燃料 的研究 中 。 这也 的基础上 ， 与何 国 钟等 人开展推 进剂 燃烧 的 基础 研

是当 时全世界的热门课题 ， 美 、 英 、 德 、 前苏联都正在 究 。 他们通过大量的实 验观察 、 计算 与推导 发现复

花 大力气从事这项研究 。 合推进剂燃速跟推进剂 燃烧表面的结构 和性质密切

从煤经过水煤气合成燃 油 的过程 ， 是进行一

系 相 关 ， 燃烧的表面上至少有两层微火焰 ， 第
一层是预

列 化学反应的过程 ， 在化学反 应 中 ， 关键是催化剂 。 混焰 ， 距离燃烧表面约 为 微米 ； 第二层是 扩散焰 ，

过去用 的是钴催化剂 。 钴不但稀少 昂 贵 ， 而 且还存 距离燃烧表面约为 微 米 ， 两层火 焰 的结构决定 了

在着催化效率低 、 产品质量差 、 催化剂 寿命短等主要 燃烧的规律 。 据此 ， 他们提出 了 固 体推进剂 的多层 火

缺点 。 美英等国 正在研究的铁催化剂 又具有积碳严 焰燃烧模型和理论 ， 比 较全面 的阐 明 固 体推进剂 的表

重 、 催化剂寿命短等严重缺点 。 寻 找 新的催 化剂 和 面火焰结构 以 及对燃速 和 侵蚀燃烧规律的影 响 。 还

新工艺 ， 成为了 张存浩和楼南泉 、
王 善整

、
陶愉生 、 汪 第

一次揭示侵蚀燃烧现象 中临界流速存在的根源 。

骥等青年科学家在那一阶段的奋斗 目 标 。 张 存浩与 当时 国 外有 几 十家科 研单位都在 研究 这 个课

合作者在很短的时间 内研制 出 新的高效氮化熔铁催 题 ，而张存浩和合作者 的理论概括得最准确 ， 得 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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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最能说明 本质 问题 。 到 世纪 年代 ， 在一 一

等奖 等重要科技奖励

次国 际学术交流会上 ， 美 国 人惊讶地说 ：

“

没想到 中 年来 ， 在 国 家 的 支持 下 ， 张 存浩 开创 的 氟化

国 在 年前就有这么好的理论 ！

”

此项 目 于 年 氢 氘 ） 和氧碘两大类化学激光均取得 了 巨 大进展 。

完成并获 国 家 自 然科学奖 三等奖 。 他为推动我 国在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发挥了 决定性

世纪 年代 ： 开创我 国 高能 化学激光研究 的作用 。

领域 开展化学激光新体 系 的基础研究
，
开创 我 国分

年 月 ， 张存浩一家从农村回 到 大连 化学 子反应动 力学研究领域

物理研究所继续 从事 科学研究工作 。 当 时 ， 面 对国 张存浩在研制 高 能化学激光的 同 时 ， 十 分注重

外研制 高能激光 的挑战 ， 高 能 激光成为 国 家战 略 需 化学激光的机理和基础 理论研究 。 上世纪 年代 ，

要的前沿课题 。 年 月 ， 在艰 苦的 条件下 ， 大 张存浩领导的团 队率先开展 了新
“

泵浦
”

反应 和分子

连化物所组建化学激光实验室 ， 并任 命张 存浩为室 碰撞传能动力学方面的研究 ， 以 此为 基础 ， 作为 奠基

主任 。 张存浩 回首 当年
“

搞激光比 搞火箭推进剂还 人之一开创了 我 国 分子反应动力 学研究领域 ， 取得

难 ， 主要是一无所有 。 资料 、 仪器 、 设备样样都缺 ， 光 了 多项 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 。

谱仪 、 示波器什么都没有 。

”

这是新的前沿高 技术 这 上 世纪 年代 ， 张存浩在国 际 上率先提 出 了 采

项 工作又需要集 成多 个学科 的知 识 ， 以 当 时 的 中 国 用 ， 带跃迁 ， 可获得

科技水平和科研条件来搞这项 研究 ， 难度很大 而对 近红外化学 激光设想 ， 在理论 上论 证 了 可行 性 ， 并

张存浩来说 ， 意 味着 又
一

次
“

改行
”

。 开展了 探索性 的实 验研究 。 近 年来 ， 他又尝试探寻

他率领团 队开展我 国 第一

个重要的化学激光体 和 新 体 系 ， 以 及利 用 拉曼 介 质 与 强

系氟化氢 氘 ） 的研究 ， 解 决了 化学激光一系 列 的关 激光相互作用 ， 发展化学激光特定波长可变的技术 。

键技术 ， 成功 研制 出 我 国 第 一

台 连 续波超音 速化学 他带领研究生应用激光双共振多光子电离 光谱

激光器 。

“

文革
”

期 间 ， 成功进行 了验证试验 ， 激光器 技术 ， 在国 际上首创 了研究极短 寿命分子激发态 的

整体性能 指标达到 当 时世界 先进水平 ， 为 我 国 化学
“

离 子 凹 陷光谱
” 法 ， 并用该方法首次测定 了氨分子

激光的后续发展奠定 了 基础 。 此项 成果获 年 预解离态转 动 光谱 及其 时 间 约 为 秒 的 寿命 。

有关部委 的重大成果奖二等 奖 。 使得分辨分子超短寿命态的弥散光谱成为可 能 。 这

世纪 年代 ： 开拓 我 国 短 波长 化 学激光 的 一方法普遍适用于研究分子快速预解离态的转动结

研究 方向 构 和寿命 。

为 了 廓清高能激光与 物质相互作 用 的 本质 ， 张 他和 沙国河 院士 还在分子碰撞传能 研究中 ， 得

存浩 、 沙国 河等测 得 了 脉冲氟 化氢 激光支持 的气体 到 了 比较精确 的多种小分子量子态传能过程的绝对

爆震波的 波速 ， 在此基础上 ， 张存浩率领团 队开展 了 截面 ， 并归 纳 出若干倾 向性定则 ， 其中 大多数定则与
一系列 的短波长化学激光研究 ， 其 中 最具有代表性 经典图 形的定性解释相 符合 。 这一发现引 起 国 际 同

是氧碘化学激光 。 这与 国 际上开展 氧碘化学激光研 行的极大兴趣 ， 年在英 国 召 开的 国 际著名科学

究基本 同步 。 在 张存浩 、 庄琦 、 张荣耀等 的 带领下 ， 前沿讨论会
“

分子光谱 和 动 力 学戈登会 议 （

于 年在国 际上首 次研制 出 放 电 引 发 的 脉冲 氧
”

将这一

工作作 为会议 的 中 心 主 题 ， 并

碘化学激光器 ，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 此项研 究荣 获 邀请张存浩院 士作 了
“

激发态分子碰撞 传能 中 的量

国家 自 然科学奖三等奖 。 子干涉效应
”

的特邀报告 。

在早期 的一次我 国 激光研究的规划 会议上 ， 张 这些研究工作中 的部分研究成果应邀撰写 了综

存浩对化学激光功率易 于放大和不依赖 外部能 源等 述性论文 ， 在 上发表 ， 并被

独 特优越性做 了 深人 阐述和 说明 ， 贏得 了 决策 层 的 主编评价为亚洲 代表性科研成果之一

。 分

支持 ， 为化学激光在我国 的初 期 发展争 得 了必要 的 子碰撞传能过程中 的量子干涉效应 ”被评为 年

空间 。 叩 年 张存浩领导 团 队研制 出 我 国 第
一

台 中 国 十 大科技进展新 闻之一

。 此项研究 成果荣获

连续波氧碘化学激光器 。 此后 ， 氧碘化学激光 的研 年 国家 自 然科学奖 二等奖 。

究在张存浩 、 桑凤亭 、 金玉奇等的带领下仍不 断取得 引 领我 国化 学激光 和 分子反应动 力学 学 科 快

新的突破 ， 激光器整 体性能 保持在 国 际先 进水平 。 速发展

先后荣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 国家 科技 进步奖 张存浩是
“

任务带学科
”

的典范 。 他在开创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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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激光 、 分子反应动力 学等 研究领域并取得 了 多 在 年设立 了 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 并由 基金

项杰 出成果的 同 时 ， 还推 动 我 国 化学激光和分子 反 委管 理 。 经过近 年 的持续资 助 ， 现有 多位

应动力学等学科的建立和快速发展 。 青年科学家获得杰出 青年科学 基金资 助 ， 他们 中 的

他在开辟我 国氟 化氢 （ 氘 ） 、 氧 碘激光体系 应用 绝大部 分已成长为我 国 科技 领军人才 ， 有 近 位

研究 的基础 上 ， 与庄琦 、 杨柏龄 、 桑凤亭等 于 年 获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 资助 的科学家当选为 中 国 科学

筹划 创建了 我国短波长化学激光重点 实验室 。 他 以 院 、 中 国 工程院院士 。

在我 国率先开展化学激光新体系和分 子反应 动力 学 建 立健全科学基金监 督机制

研究为基础 ， 与楼南泉 、 朱起鹤 、 何 国钟 、 沙 国河等 于 张存浩从科技 事业健康发展 的长 远需求 出 发 ，

年共 同创建 了 我 国 分子反 应动 力 学国 家重 点 十分重视科 学的 学术 道德和 伦理道 德建设 。 他提

实验室 。 在张存浩的 引 领下 ， 这两个重点 实 验室 均 出 ， 重视和 加强科学道德建设 ， 不仅因 为它 是科技事

已 成为我 国 乃至世界化学激光和分子动力 学的研究 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还 由 于它是实 施科教兴 国

中 心之一

。 战 略 、 建设创新型 国 家的基本 保障 。 年 月 ，

专 门 从事学风建设和 学术道 德不端行为 监 管 的 机
推动我 国科学基金事业发展

构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监督委员 会成 。

近 年来 ，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在科技界享有 盛 年他又亲 自 担任 监督委 员会 主任 ， 力 主 严肃惩

誉 ， 为我 国科 技事 业的 快速进步做 出 了 重要 贡献 。 戒科研不端行为 ， 为 保障 国 家 自 然科学基金 事业健

科学基金事业发展的 辉煌成就凝结着历届基金委 领 康发展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 。

导的高 瞻远瞩 和管理创 新 。 张 存浩 曾 担任 第 二 、 第 孵育学 科 ， 增设管理 科学部

三届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 在 他的领导 下 在 张存浩领导 下 ， 基金 委深人调研 国 家经济 社

和 国家财政的大力 支持下 ， 科学基金经费 自 年 会发展需 求和 基础 研究前沿发展大势 ， 努力 拓展资

的 亿元发展到 年的 亿元 ， 科学基 助 学科领域和 范 围 。 年
， 基金委 向 中 央 建议 ，

金经费增长 近 倍 ， 进一

步拓展了 科学基金事业 的 在原有 的管理科学组的基础上 ， 增设管理科学学部 ，

发展空 间 。 他创造性地提出 并制定 了 许多科学基金 形 成数理 、 化学 、生命 、 地球 、 工程与 材料 、 信息 、 管理

资助与管理政策 ， 为 推动 我国 科学基金事 业健康发 大科学部的资助架构 。 年 月 日 ， 时 任 国

展做出 了 重要贡献 。 务 院副总理朱镕基 出席 在清华大学召开 的管理科学

丰富和发展资 助格局 学科发展座谈会 ， 在会上发表 了
“

管理科学 、 兴 国 之

张存浩在担任基金委主任近 年时 间里 ， 在 唐 道
”

的重要讲话 ， 充分肯定基金委 增设管理科学部的

敖庆先生制定的
“

依靠专家 、 发扬 民 主 、 择优支持 、 公 重要举措 ， 并鼓励全 国 管理科 学学者投身管 理科学

平合理
”

的 字评审 原则基础 上 ， 为 了 更好发 挥科 前沿研究和学科建设 。

学基金制 的独 特作 用 ， 他针对 当 时 科学基金工 作的 大力 推进科学基金国 际及地区合作与 交流

特点 ， 适时提出 了
“

控制 规模 、 提高强 度 、 拉开 档 次 、 张存浩一贯重视科学研 究的 国 际 合作 与 交流 ，

鼓励创新
”

及
“

加强 基础 、 突 出 创新 、 调整 结构 、 提 高 在他担任基金委主 任期 间 ， 新 增科学基金的 国 际及

绩效
”

等一系列 的资助方针和 政策 。 科学基金资 助 地区合作协议 个 ， 国 际合 作交流经费 自 年

格局得到 了 全面发展 ， 新设立 了科 学仪器等若干专 的 万 元增 加 到 年 的 万元 ， 合 作 研

项基金 ， 形成了 面上 、 重 点 、 重大 个层次加 若干专 究经费 占 国 际合作交 流 总经 费 的 比 例 由 年为

项 的资助格局 。 提升至 年 以 上 。 他首先 向 德方提

始终把培养 人才 放在突 出 地位 出 倡议共同设立中 德科学 中 心 ， 在两国 政府 的支持

张存浩是卓越 的学术领导人 ， 他在培 养青年人 下 ， 中 德科学 中 心 于 年 正式启 用 ， 现已 成为 中

才方面倾注 了 大 量心 血 ， 极力 为他们 的脱颖而 出 创 德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 。 时任国 务 院副 总理李岚清

造机会和提供 良好的环境 。 他的研究团 队 中 已 涌现 曾 赞誉中 德科学中心 是中德的
“

科学家之家
”

。

出 位中 国科学院或中 国工程院院士 。 他对青 年人

才培养 ， 不只限于 本学科 、 本单位 ， 而是站 在为 国 家

培 养杰出 人才 的战 略高度 。 为 了 更好的 稳定 、 引 进 张存浩在他 多 年的 科研生 涯中 做 出 了多 项

和培养杰出 的年轻科学家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 ， 国家 重大贡献 ， 这与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 勇于 开拓 的



第 期 邵赛兵等
： 荷社稷之重 拓探索之渊一记 国家最离科技奖获得者张存浩 院士

创新精神 和崇高 的道德风范是密不可分的 。 长朱清时院士 ， 清华大学李丽教授 ， 从 世纪 年

他无论是担任课题组长 、 还是室 主任 ， 提出 的许 代初期 到 年代都在大连化物所工作 ， 那时作为 室

多科学理论 和思想在取得成果和获得的各种重大奖 主任的张存浩积极为他们争取到 了 傅立叶变换光谱

励时 ， 他总是把最大的 功 劳归 于 工作 第
一

线 的部 仪和染料激光器等关键仪器 ， 张 存浩与他们 又都做

下 、合作者和学生 ， 在荣获的 项国 家 自 然科学 奖 和 激光光谱学方面 的研究 ， 算是小 同行 。 当 他们要将

项国 家科技进步中 ，
张存浩排名第

一 的 只有 项 。 论文署上张存浩的名 字时 ，都被谢绝了 。

他的部下及合作者何 国钟 院士 回忆
“

张存浩当 时是 张 存浩 在我 国 科技领域辛勤耕耘 了 余载 。

室 主任 、 项 目 负责人 ， 我是课题组长 。 他领导我 们
一 多年来 ， 他承载 着 党和 国 家 的重 托 ， 以

“

扎根科

起从事火箭推进剂 及其燃 速理论 的研究 。 在 学 、 心优天下
”

的科学情怀 ，

“

勇于创新 、 不断攀登
”

的

年 ， 固 体推进剂 燃速理论申 报国家 自 然科学奖时 ， 我 科学精神 ，

“

奖掖后学 、 甘 为 人梯
”
的崇高 风范和

“

淡

在国 外 ， 根本就不知 道此事 ， 申 报材料是老张 自 己亲 泊 名利 、 团结民主
”

的工作作 风 ， 为我 国 科技事业 的

自 准备的 ， 排名 也是他定的 ， 他把我 和 其他两位年轻 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 他现在不顾年 事已 高 ， 依然

同志排在前 面 ， 自 己 排在最后
”

。 张存浩对于 自 己 没 活跃在科学研究前沿 ， 孜孜追寻着 他那强国 富 民 的

有做过实质性贡献 的文 章和成果 ， 即 使是别 人邀请 科学报国 梦 。

他署名 ，他
一

定是婉言 相拒 。 如 中 国 科技大 学原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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