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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卢嘉锡教授不

幸于 usst 年 y 月 w 日与世长

辞 q在他近 zs 年的科研和教育

工作中 o对我国和世界结构化

学 !晶体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 o

以及我国对外学术交流都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q他是

一位德高望重 !平易近人 !待人

热情 !可敬可亲的师长 ~他是一位热爱祖国 !热爱科

学 !热爱教育事业的学者 ~他是一位胸怀宽广 !不计

前嫌 !严于律己 !宽于待人 !具有高尚品质的长者 q他

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亲的师长 q近半个

世纪以来 o我有幸作为卢嘉锡先生的一名学生 o亲聆

教诲 o得到他在为人和学术上各方面的教育和帮助 o

受益匪浅 q许多感人的事例历历在目 o先生工作很

忙 o不惜牺牲休息时间 o认真修改学生送去的英文稿

件 o仔细更正中文错别字 o精益求精 o并给予学术上

的指点 o他热爱科学 o孜孜不倦地工作 o甚至在 usss

年他身体状况很不好 o每况愈下的情况下 o仍然要我

们查找有关文献资料 o进行学术讨论 q先生礼于待

人 o当我们看望他离去时 o他虽腰脊狭窄 o行动不便 o

但总是要送我们出门口 ~为他作任何事 o他总会表示

感谢 , ,在这悲痛的日子 o再读5卢嘉锡传6 o回想先

生的一生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o以寄托

学生对恩师无限的哀思 q

卢嘉锡先生 ot|tx 年 ts 月 uy 日出生于福建省

厦门市的一个塾师家庭 o祖籍台湾省台南市 q年幼的

他 o天资聪敏 o勤奋好学 q年仅 tv岁就考入厦门大学

预科 o成绩优秀 qt|vs年升入厦门大学化学系本科 o

连续四年获陈嘉庚奖学金 qt|vw 年本科毕业 o同时

修完数学系课程 o可称得上/ 化学 !数学双学士0 q毕

业后留校任化学系助教三年 o并同时兼任中学数学

教师 q

t|vz年 o先生考取了第五届中英庚款公费留

学 o师从伦敦大学学院著名化学家 !英国皇家学会会

员萨格登k≥∏ª§̈±l教授 q≥∏ª§̈±是热化学 !磁化学和

放射化学方面的著名学者 q卢先生选择了当时被认

为是化学新领域的放射化学专业 q他从文献中了解

到 ot|vw年发现有机卤化物经过中子照射后 o可产

生一定数量的放射性卤化物 o并可通过适当的试剂

把卤化物萃取出来 q然而 o对其萃取机理的探明和获

取高浓缩的卤化物 o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q卢先生选

取/ 放射性卤素的化学浓集法0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

目 q他在有机卤化物中加入少量苯胺 o再进行中子辐

照 o然后用稀酸萃取 o成功地制备了浓缩因数非常高

的放射性溴的浓缩物 o并解释了这一制备方法的反

应机理 o研究了同位素交换反应动力学 o测定出不同

溶剂和不同烃基的交换反应的活化能 !有效平均面

积和反应速率常数 q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的化

学杂志 �q≤«̈ ° q≥²¦上 ot|v|年获博士学位 q在人造

放射性领域 o他是国际上早期成功地分离出放射性

高浓度浓缩物 o并进行定量研究的化学家 q

t|v|年秋 o经 ≥∏ª§̈±教授推荐 o卢嘉锡先生被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接纳为客座研究员 o跟随诺贝尔

化学奖和和平奖获得者 !在晶体结构研究中已创立

了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 us世纪杰出化学家鲍林

k°¤∏̄¬±ªl教授 o从事晶体学的研究工作 q他是 °¤∏̄¬±ª

的出色学生之一 q

这一时期 o卢嘉锡先生在掌握从事晶体结构研

究的 ÷ 射线衍射法和电子衍射法等手段的基础上 o

先后承担并出色地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 q他经常以

简捷明晰的思路 !巧妙新颖的方法迅速完成研究任

务 o表现出他在科研工作方面出色的才能 q

他首先进行的是当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o

即测定过氧化氢的分子结构 o过氧化氢虽是一种简

单的化合物 o但由于当时难以得到过氧化氢的单晶

体 o无法应用 ÷ 射线单晶结构分析方法测定其结

构 o过氧化氢分子结构的测定 o就成为当时的难题之

一 q卢先生和加拿大化学家盖古勒k° q� q�¬ª∏̈µ̈l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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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地应用尿素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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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和过氧化氢k�u �ul作

用 o生成用氢键连结起来的脲 p过氧化氢加合物 o不

但使过氧化氢稳定下来 o而且获得了可供 ÷ 射线衍

射实验用的单晶体 q随后他和休斯k∞q• q�∏ª̈¶l合

作完成了晶体结构的测定 q实验结果表明 o加合物中

的过氧化氢并不因为尿素分子的存在而产生构型上

的太大畸变 q这一实验结果证实了英国化学家彭尼

k • q°̈ ±±¼l和萨塞兰k� q≥∏·«̈µ̄¤±§l对过氧化氢分子

构型所作的理论分析 q同时 o卢先生还用 ÷ 射线衍

射方法测定了二联苯的晶体结构 o证实了洛斯罗普

根据化学反应所提出的二联苯的分子构型 q

t|wv年 o卢先生和多诺休k�q⁄²±²«∏̈ l采用电子

衍射法测定了硫氮k≥w�wl !砷硫k�¶w≥wl等化合物的

晶体结构 q卢先生是我国从事电子衍射结构分析的

第一人 q解决了国际上关于硫氮类化合物结构的长

期争论 q当时卢先生等人虽未能培养出可供 ÷ 射线

结构分析用的单晶体 o但他们在用电子衍射法研究

的基础上得出比较合理的/ 八元环0结构 o亦即他们

所称的/ 摇篮0构型 q他们通过原子间距的径向分布

所推算出的 � ≥ 键长为 t1y! o键角 Ν≥�≥ 为

ttuβ oΝ �≥�为 tsyβ o后来被 ⁄²±²«∏̈ 的晶体结构测

定结果所证实 q这些硫氮非过渡元素原子簇化合物

在结构上具有/ 多中心键0特征 o曾引起卢先生的极

大兴趣 o和他以后对固氮酶活性中心模型的研究有

密切关系 q

卢先生除了在晶体结构研究工作上成果显著

外 o在实验方法和技术上也有建树 o他提出一种处理

等倾角魏森堡照相衍射斑点的洛伦兹偏振因子的图

解法 q在早期 ÷ 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工作中 o对上千

个衍射斑点的洛伦兹偏振因子的校正只能依靠手工

计算 o工作量极大 q卢先生应用当时开始采用的穿孔

卡片数值计算法 o用两组参数对 o准确地解出洛伦兹

偏振因子的倒数值 q设计出相应的两种曲线卡 o然后

做成透明的/ 模板0 o可直接用于魏森堡照片和倒易

点阵图网 q进行洛伦兹偏振因子校正时 o只需把照相

底片覆盖在/ 模板0上 o洛伦兹偏振因子倒数的内插

值即可直接读出来 o省去了大量繁琐的计算 q这一方

法发表在 t|wv年的 � √̈ q≥¦¬q�±¶·µ∏°q杂志上 o后被收

录入 / �±·̈µ±¤·¬²±¤̄ ×¤¥̄ ¶̈ ©²µ ÷2µ¤¼ ≤µ¼¶·¤̄ ²̄ªµ¤³«¼0

∂²̄ qµkt|x|l o被称为/ 卢氏图表0k�∏χ¶≤«¤µ·l q/ 卢

氏图表0在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晶体结构分析工

作之前 o一直被国际上普遍应用了几十年 q

留美期间 o卢先生除了在结构化学研究工作中

发表了不少成为结构化学的经典文献外 o他还在燃

烧与爆炸的研究工作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o于 t|wx

年获得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颁发的/ 科学研究与

发展成就奖0 q

t|wx年底 o经历 { 年多欧美留学生涯的卢嘉锡

先生 o毅然辞去国外的一切聘任 o舍弃优越的待遇和

科研条件 o满怀/ 科学救国0的热忱 o于 t|wx年 tt月

ut日离开旧金山 o踏上回国的邮轮 o回到当时贫穷

的祖国 q回国以后 o先生在无法开展研究工作的条件

下 o他寄望于教育事业 o以培养人才为己任 qt|wy年

初卢先生在母校厦门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 o曾

两度应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教授的邀请 o到

该校讲授物理化学课程 o受到热烈欢迎 o当他授完课

回厦门大学时 o该校 tss多名师生曾联名写下充满

激情的挽留信 q

我有幸在厦门大学化学系作为卢先生的学生聆

听他的授课 o深深地感受到他授课方法独特 o他不是

照本宣科 o而是用一张写好的卡片作为讲授提要 o一

张卡片提纲 o他就能讲授两节课 o这种教课是建立在

驾驭各种教材 o并使其融为一体的基础上 o用自己的

语言加以生动的表达 q他授课声音宏亮 o生动风趣 o

由浅入深 o简明扼要 o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 o逻辑性

强 o概念讲解透彻 o条理清楚 q即使像难懂的热力学

第二定律 o也能在卢先生的讲课中化难为易 q他能化

抽象为形象 o化深奥为浅易 o化枯燥为趣谐 o他的板

书清秀工整 o使学生如沐春风 o如临胜境 o是美的享

受 q

卢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考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q他经常告诫学生要学会对

事物进行/ 毛估0 o教导学生思考问题时要学会先大

致估算出结果的数量级 o他常说/ 毛估比不估好0 o尽

量避开繁琐的计算 o以便迅速地抓住问题的本质 o必

要时再进行仔细的计算 o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q

/ 毛估0是卢先生判断科学事实的合理性和提出科学

预见初步结果的估计方法 q/ 毛估0不是无根据的猜

想 o更不是粗陋的杜撰 o而是基于对科学直观 !萌芽

于实验事实和初步计算依据 o这种洞察本质的方法 o

使计算或设想更具有鲜明的轮廓 q

为了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 o做一个合格的

化学家 o卢先生让学生记住奇特而有趣的结构式

≤v �v o称之谓化学家的分子式 o即 ≤̄ ¤̈µ� ¤̈§k清醒的

头脑l !≤̄ √̈̈ µ�¤±§¶k灵巧的双手l !≤̄ ¤̈± �¤¥¬·k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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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惯l q多少年来 o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格言给我们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o受益终生 q

t|x{年 o卢先生奉调离开他工作了 tv年的厦门

大学 o到福州参加筹建福州大学 o并担任副校长 qys

年代初 o卢先生创办了以结构化学和新技术晶体材

料研究为主体的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k下文简称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l o从此有了一个真

正能够从事系统性科学研究的基地 q长期以来 o他领

导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o逐渐形成/ 五重双结合0的

科研指导思想 }/ 实验与理论相结合 o以实验为主 ~化

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o以化学为主 ~结构与性能相结

合 o以结构为主 ~静态与动态相结合 o以静态为主 ~基

础与应用相结合 o以基础为主0 q这一指导思想在推

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科技工作的发展和取得重大

成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q福建物质结构研究

所在建所初期 o虽取得一些可喜的成果 q但由于/ 文

化大革命0的冲击 o科研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o卢先生

被罢免了一切职务 o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q然而他始终

没有放弃事业上的追求 o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敏感性 q

t|zt年 o国内的基础研究逐渐开始恢复 o卢先

生和唐敖庆先生 !蔡启瑞先生即向有关领导建议组

织研究化学模拟生物固氮这一国外刚刚开始研究的

热门课题 q先生从结构化学角度出发 o分析了双氮分

子的异常惰性 o以及加强氮分子络合活化的结构问

题 o提出了络合活化氮分子的必要条件为 }侧基加端

基络合 ~多核原子簇k至少四核原子簇l具有可变交

替氧化态和合适的空间构型k如欠完整类立方烷结

构l q在此基础上于 t|zv 年提出了固氮酶活性中心

结构模型 ) ) ) 福州模型 ´ q它是一个能实现投网式

络合活化还原双氮分子的钼铁硫k�²ƒ v̈≥vl四核网

兜状结构 o题为/ 固氦酶催化固氮活性中心的初步模

型 ) ) ) 兼论双氮分子络合活化的结构条件0的学术

论文发表在5科学通报6t|zx年 tu期上 o这一成果获

t|z{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和福建省科技

成果一等奖 q在/ 福州模型 ´ 0的基础上 o推演出由两

个网兜平行挛合起来的挛合双网兜/ 福州模型 µ0 o

论文发表在 �¬·µ²ª̈± ƒ¬¬¤·¬²± ∂²̄ qt上 q卢先生所提出

的模型 o所反映的结构特点 o四年后得到顺磁 !穆斯

堡尔谱 !超精细表面结构分析等对固氮酶钼铁硫蛋

白和铁钼辅基进行研究所得结果的支持 q美国的两

个研究小组分别根据固氮酶的铁钼蛋白测定出的晶

体结构 o它是一种对口偶联双网兜的结构 q这说明了

卢先生提出的网兜模型反映了固氮酶活性中心的一

些重要本质 qt|z{ 年夏 o以卢先生为团长的我国固

氮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行的第三届

国际固氮学术会议 q他在大会上作了/ 新中国固氮研

究概况0的报告 o得到了与会 uz 个国家的 wss 多位

代表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q

us世纪 zs 年代后期 o鉴于过渡金属原子簇化

合物取代单核过渡金属络合物 o成为国际无机化学

界研究的前沿课题 o它的研究成果不仅可能对阐明

复杂的生物分子作用机理提供理论基础和在催化领

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o而且由于对这类金属 p 金

属键化合物的研究 o有可能深化人们对化学键本质

的进一步认识 qt|z{ 年 o卢先生出席中国化学会年

会 o并应邀作了/ 原子簇化合物的结构化学0的专题

学术报告 o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和好评 o在卢先生的

倡导下 o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开始了对

过渡金属簇合物结构化学的研究工作 q继在固氮酶

活性中心模型物合成的基础上 o开展了钼铁硫各种

类立方烷原子簇和其他金属原子簇化合物的研究 o

先生在总结大量钼铁硫等簇合物的基础上 o发现类

立方烷型簇合物在其/ 自兜0反应的生成过程中 o经

常留下反应物基本单元的结构/ 遗迹0可供/ 寻根0 o

因而提出 }复杂的原子簇合物可由简单的原子簇/ 元

件0 o通过活化成为/ 活化元件0而组装起来 o在这一

理论设想启发下 o克服了以往合成过渡金属原子簇

化合物时通常采用具有相当大盲目性的/ 一锅煮0的

传统方法 q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有目的 !有意识地合

成了 vss多种新型簇合物 o从而节约了时间 o避免了

浪费 o在过渡金属簇合物的合理设计和合成方面作

出了重要贡献 q

卢先生领导的研究组通过类比某些≈ �²v≥w 
w n

簇合物和苯在多种类型反应形式上的相似性之处 o

提出了/ 类芳香性0的概念 o通过量子化学计算和进

一步的实验研究 o从理论上深化和完善了这一概念 o

并指出 o在≈ �²v≥w 
wn 簇合物中的≈ �²v≥v 非平面折

叠六元环具有类芳香性 q从而把有机化学中最重要 !

最基本的传统概念之一 ) ) ) 芳香性 o引伸到过渡金

属原子簇化合物中来 o从而可以从理性上系统地认

识某些金属间原子簇合物的特殊反应性能和物理性

质 o有利于新型簇合物的合成进入分子设计的新阶

段 q

由于卢先生等在原子簇化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o

t||t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ot||v年获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q

由于先生在国际原子簇科学界享有盛誉和重要

影响 ot||x年在先生 {s华诞之际 o国际学术杂志5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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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簇化学6k�q≤̄ ∏¶·̈µ≥¦¬ql连续在 t||x 年的第 v 期

和第 w期出专辑对先生 {s寿辰庆贺 q由国外杂志出

专辑为中国学者祝寿是少有的 q这充分说明国际化

学界对他在原子簇化学方面的成就的肯定和赞许 q

us世纪 ys 年代以来 o卢先生组织领导了福建

物质结构研究所新技术晶体材料的研究 q他认为存

在这样的可能性 o即选择对部分结构特征特别敏感

的某种类型宏观性能作为材料科学的研究对象 o可

望发展出这类性能对材料中相应部分结构所要求的

/ 结构判据0 o提出/ 结构敏感性能0的概念 o这一思想

对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确定非线性光学 !激光 !分光

等功能晶体材料的研究方向 o并研制成功几个系列

的新晶体材料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q

zs年代 o卢先生基于结构化学的观点 o考虑到

氧八面体畸变无机非线性光学材料在国内外已经进

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o五配位构型的化合物大多数

化学稳定性差 o有的甚至毒性较大 o要在氧八面体的

畸变型结构类型的无机化合物中发现新材料显然十

分困难 o他意识到探索新型晶体材料 o不应受国外学

术思想的束缚 o跟着外国人后面走 q在分析 !总结 !研

究国内外已有工作的基础上 o他认为应该独立自主

地走自己创新的道路 q物质的宏观性能与其微观结

构密切相关 q从事化学合成的同志基于卢先生提出

的/ 结构敏感性能0概念 o寻找具有非线性光学性能

的结构敏感部分物质 o根据当时国内外研究非线性

光学材料的情况 o苯基衍生物晶体 o例如间位 p硝基

苯胺晶体 ou ow p硝基苯胺基丙酸丙酯晶体等都具有

很大的倍频系数 o它们的非线性光学性能的结构敏

感部位可能是共轭 Π键 o然而有机化合物的热稳定

性和化学稳定性不如无机化合物 o对于实际应用 o必

须在无机化合物中寻找具有共轭 Π键类苯环 !又无

对称中心结构的物质 q偏硼酸盐具有k�v �yl
vp 类苯

六元环形基团结构可能满足这些结构要求 o从而选

择硼酸盐作为探索非线性光学新材料的研究对象 q

经过结构造型 !试样的化学合成 !粉末试样的性能测

试 !相图相变研究 !单晶体生长 !晶体结构分析 !理论

分析等多方面集体的努力 o发现并研制成功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优质紫外倍频材料偏硼酸钡低温相

k���l和三硼酸锂k���l等 o��� 晶体的研制获

t|{w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 q��� 晶体的发

现和研制获 t||t年国家发明一等奖 q此外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还研制成功国际上公认为极难生长的自

激活晶体硼酸钕铝k���l o绿光输出的自倍频激光

晶体掺钕的硼酸钇铝k�≠��l o双折射晶体钒酸钇

k≠∂ �wl o以及激光晶体掺钕的钒酸钇k�§Β≠∂ �wl q

这些晶体开拓了国际市场 o出口创汇 o具有巨大的经

济效益 q

t|{t年 x 月 o卢嘉锡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o在

任职的六年时间里 o他认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

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 o领导中国科学院采取一

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o建立科研课题的同行评议制度 o

实行择优支持的经费管理办法 o创建开放研究所和

开放实验室 o设立青年科学基金 o加强与院外的横向

联系 o组织全国性联合攻关项目 o稳定我国基础研究

工作等 q他还为加强中外科技界的友好往来与合作

做了大量工作 o为提高我国科技界 !特别是中国科学

院在国际科技界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q

t|{{年 o卢先生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 ot||v年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 o与此同时 o他还连任第九 !十届农工民主党中央

主席 ot||{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o农工

民主党中央名誉主席 q

t|xx年卢先生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数理

化学部学部委员k后改称为院士l o被高等教育部聘

为一级教授 o他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和一

级教授之一 qt|xy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q

卢先生是一位在国际科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科

学家 ot|{w年被选为欧洲科学 !艺术和人文科学院

外域院士 ot|{x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该

院理事会理事 ot|{z年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外

籍院士 o同年接受英国伦敦市立大学授予的理学名

誉博士学位 ot|{{年被任命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副院

长 q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 q

基于卢先生在原子簇化学和新技术晶体研究方

面的杰出贡献和重大成就 ot|||年他荣膺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q卢先生不愧为我国学术界

公认的我国结构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o我国

第一代杰出的晶体学家 o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

育和科研人才 o桃李满园 o不愧为一代宗师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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