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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中国声学家的成长之路

张春华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北京100190)

李启虎院士简介

水声信号处理和声纳设计专家,浙江温州市人,出生于1939年,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1997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从事信号处理理论和声纳设计、研制工作.结合我国浅海声传播的

特点,创造性地应用信息论、数字信号处理、水声工程等理论,解决了一系列

水声信号处理中的问题,为我国水声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暋成才:其源有自

新中国水声学发展到今年,刚好迈过50年的门

槛.在我国水声学研究奠基人汪德昭先生指导和培

养的人才中,李启虎先生可以说是最年轻的一位院

士.虽然1963年他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分配

到中国科学院进行水声学研究时,已经不属于1958
年为组建水声学研究队伍而选择100名未毕业的大

学生作为“拔青苗暠入所的那拨人,但李先生也是分

到所里后,才知道水声学的,在此之前,连基本理论

都不知道.李先生关于水声学的知识,都是学校毕业

后学的.这一点,与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现在分来

的学生,在学校里学的就是水声专业.
从在学校从没接触过水声学的学生,到成为我

国著名的水声工程和信号处理专家,这一点很令人

深思.实际上,在新中国第一批成长的水声学科研人

员中,很多人是这种情形.回顾李启虎先生40余年

科研路,其6年中学、6年大学的经历为他铺就了后

来通往成功的路.
李先生是温州人,夫人也是温州人,与家乡有着

深厚的感情,现在经常参加家乡组织的一些活动.他
的母亲只是一位普通的女性,却为他做了关系到他后

来成功的第一次选择.1950年,上小学五年级的李先

生被母亲从艺文小学(现瓦市小学)转到离家远些但

考中学好些的第一小学(现广场路小学);第二年,李

先生不负母亲的期望,考上当时市里最好的温州一中

(现温州中学).在这所学校,李先生读了6年.
在那里李先生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不论是在

初中还是在高中,这些老师影响了李先生的一生,如
初中班主任邹益皓、高中班主任潘芝培等,还有数学

老师杨悦礼先生.
李先生的父亲很早去世,在他印象中,父母对子

女管得并不太严,在那个时代,社会的大环境给予他

们的是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的观念,所以,他和他的同

学学习都很努力.李先生认为那时老师与学生的关

系也不错,老师对看上的孩子都愿意花心血去培养.
1957年,在国家“向科学进军暠的号召下,李先生考入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至1963年,按照当时学制,李
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本科.6年,为这批学生打下了

扎实基础,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使他们与众不同.
在大学的第三年,一个新专业方向的开辟让李

先生受益终身.1960年,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段学复

等教师率先在国内高等学校组建信息论、控制论专

业,从全系200多人中选择22人,李先生有幸就调

到了这个新专业.那时的老师眼光比较远,成立了信

息论和控制论专业.这门学科当时是受批判的,因为

当时前苏联官方还认为控制论这门学科是伪科学.
老师们使用的主要教材是国际著名的Shannon和

Wiener的著作,同时还有无线电原理和计算机设计

等,主要采用讨论班式的教学方式.
李先生1963年毕业于北大信息论/控制论专业,同

年8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第七研究室,师
从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汪德昭先生,从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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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声学研究.就是在后来的二三十年中,李先生结合我

国沿海水声传播的特点,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了信息论

和数字信号处理理论等,解决了一系列水声工程问题,为
我国声纳技术和装备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先生基础知识扎实,特别是数理基础,功底很

深.他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者,有积累,有
后劲,在学术上走得很远.这一点,对于我们现在科

技人才的培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2暋成功:水到渠成

“厚积薄发暠是李先生在学术上取得成就的突出

特点.“文革暠结束后,从1976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

90年代,李先生多次获得国家、中国科学院、中船总

公司等各种科技奖励:1976年因参加自适应滤波的

研究而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1978年

因参加岸用声纳站的研究而获全国科学大会一等奖;

1982年以来因主持或参加多种声纳研制而获得六机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项奖

励.据李先生回忆,他有幸得到汪德昭先生、侯自强先

生的指导.侯自强先生最早搞声纳的数字化,想法超

前,为整个项目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李先生所从事的水声技术研究属于应用基础研

究.同时,在他的科研生涯中,有80%的项目是为国防

而做,所以他的研究就有“特殊性暠:一方面,国情不同,
比如,美国的东西海岸都是深海,而我国除台湾以东及

南海之外都是浅海,所以,水声传播规律与深海不同,
声纳装备会有不同特点,这就要求中国走一条符合自

己国情的声纳技术研究之路;另一方面,因为涉及国

防,所从事的研究也要求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在出国之前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李先生,1984

年至1986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和计算

机科学系从事访问研究工作.这里曾经是爱因斯坦

工作过的地方,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条件都很好,
李先生研究工作的内容也是与国防技术有关的基础

工作,签了两年的合同,但核心的东西接触不到.回
忆往事,李先生十分感慨,当时国内环境很好,人还

没有回国,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关定华所长就已

经预留了经费让李先生搞项目.
李先生回国以后就开始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发挥

作用,他开始独立承担项目,主持了我国第一台某型

声纳的多功能信号处理机的研制,第一次把广义互

谱法测延时的算法用于水下目标的被动测距,同时

在信号处理机中采用一次相关内插、二次相关、互谱

法等多种不同的测延时方法和数据过滤方法,为提

高我国被动声纳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1996年开始,我国将海洋领域纳入国家高技术

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暠),这也是几位学人数十

年积极推动的结果.李先生曾经在国家“863计划暠海洋

领域工作了8年.这件事能够让李先生侃侃而谈:我国

已把遥感、遥测等技术集成为有一定规模的海洋监测

网.目前,国内有两个这样的示范监测网:一个建在上

海,是由科技部与上海市联合建立的上海市(长江口

区)海洋监测示范区;另一个是由科技部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共同出资建设的珠江水域环境污染监测系统.而
由科技部和福建省联合投资的台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

海上动力参数立体监测系统也将投入使用.
李先生自己总结的做科研最重要的几个要素

中,第一个是勤奋.“文革暠十年中,很多人看不到前

途,心灰意冷,有的人自己做家具、看菜谱、打扑克,
李先生却每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属于他自己的时间

里,看专业书,看国外的资料,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孜

孜不倦整整十年.
李先生总结说:“做科研,勤奋很要紧.因为,无

论你搞理论还是搞工程,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别人与

你处在同样的状态水平,你没有比别人花更多时间,
投入更多精力,你不可能取得更好成绩.你不能光靠

上班时间投入业务,上班以外的时间很重要.现在有

的年轻人不太懂得要比别人多花时间,他们又想有

成就,又想少出力,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暠.
“另外,就是创新,你要不断打破旧的思路,不要

按照书本上或者人家已经做过的方向去做,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根据任务情况去创新暠.李先生说.
李先生在一些场合演讲时还特别提到大科学家

爱因斯坦的名言:“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

出一块木板,寻找最薄的地方,在最容易钻透的地方

打许多洞暠.他借此勉励学生不要因循守旧,不要人

云亦云,不要急功近利,而要向困难挑战.
对于自己的成功,李先生认为自己周围的“环境

可以暠,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没有很多妨碍自己做事

的因素.李先生说,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包括国

家有关主管部门和机关都给了他做事的很好条件:
在自己刚刚走上水声研究之路时,有汪德昭和侯自

强这样的前辈和学科带头人给自己一个良好的开

始;“文革暠中自己又“沾暠了国防研究项目的“光暠,业
务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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