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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伊君院士学术成就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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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赵伊君院士长期从事物理力学、原子分子物理、高能激光技术与工程等研究，是我国高能激光技术与工程领域的

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重启了我国高能激光工程研究计划，为我国高能激光技术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本

文重点介绍赵伊君院士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以表达对赵伊君院士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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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伊君院士 1930 年 11 月 26 日出生于北京市，

1953 年 6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在哈尔滨军事

工程学院、长沙工学院、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和国防

科技大学等单位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97 年 10 月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赵伊君院士一生胸怀献身国防、科技报国的理想，

致力于国防科技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

工作，在物理力学、原子分子物理、高能激光技术与工

程等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尤其在高能激光技术

与工程领域的成就最为卓越，是我国著名的激光技术

专家、高能激光工程领域战略科学家，是我国高能激光

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赵伊君院士

一生成果丰硕，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获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出版学

术专著 4 部，1996 年获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1999 年获

全军第二届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10 年获何梁何利

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　研制中国核爆炸试验光辐射测量设
备，解决利用光辐射估算核爆炸当量
的难题
1961 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原子工程系，

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培养亟需的科技人才，赵伊君作为

年轻的教学骨干被选调到原子工程系核爆炸光辐射测

试分析专业，任教学组组长，负责核爆炸火球产生的光

辐射测试分析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63 年，根据国防

科委的指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与了原子弹试验

的测试分析任务，赵伊君任光辐射光学测试组组长。

赵伊君带领测试组从研究核爆炸光辐射理论入手，探

讨了核火球中高温、高压气体的发光过程，基于强爆炸

时空气中氧、氮分子反应动力学，定量描述了最小照度

现象，补充了核爆炸的点爆炸理论，解决了利用光辐射

的当量估算难题，研制出“核爆炸光辐射最小照度到来

时间测试仪”“磁带记录式核爆炸光冲量自记仪及标定

设备”“核火球透明层高速摄影记录方法”等三种光辐

射测试设备，于 1964 年和 1965 年参加了我国第一、第

二次核试验，成功测量和记录了试验数据，为中国核爆

炸测量做出了重要贡献。1978 年，参与核爆炸测量的

三种光辐射测试设备均获湖南省科学大会奖。

2　发扬物理力学科学思想，从材料的原
子分子物理出发研究激光与物质的
相互作用，丰富了激光破坏机理理论
物理力学是钱学森先生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基于

国内重大工程需求提出的新兴学科，其核心思想是从

物质的微观结构和运动规律出发，研究和揭示物质的

宏观性质和运动规律 [2]。为计算核爆炸火球中的高

温、高压、发光过程，赵伊君在钱学森、周培源、程开甲

等老一辈物理、力学专家的指导下，跨进了原子分子物

理和物理力学研究领域。我国空爆核试验结束转为地

下核试验后，赵伊君利用核爆炸光辐射测试分析的经

验，开始探索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这一崭新的研究

课题。

与核爆炸光辐射研究一样，激光效应研究也需要

材料或介质在高温、高压下的物性参数。20 世纪 70 年

代起，赵伊君创造性地将物理力学思想拓展到高能激

光领域的破坏机理研究，并综合原子分子物理、统计力

学、连续介质力学理论，在国内首次提出从原子分子微

观结构出发，获取材料状态方程、热力学函数、辐射吸

收系数等宏观特性数据的一系列物理力学方法，为支

撑高能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形成体系化研究奠定了理

论基础。他和同事们一起编制出辐射流体力学计算程

序和原子 Χα波函数计算程序，先后出版了《角动量与

原子能量》《原子的 Χα波函数》《原子结构的计算》3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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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3-5］，用于分析激光辐照时的材料特性，这些著作

还成为从事原子分子物理研究的科技人员和研究生的

常用参考书。赵伊君在国内首次发现激光脉冲引起固

体中热激波产生高压层裂、连续高能激光引起金属材

料软化、激光烧蚀玻璃钢产生碳化等多种破坏方式，建

立了理论模型，并进行了模拟计算和实验验证，揭示了

相应破坏机理［6-11］。相关成果推动了激光破坏机理研

究从宏观向微观层次深入，丰富了激光破坏机理理论，

为高能激光系统的性能指标设计，以及激光对靶材毁

伤评估等提供了理论分析方法。

赵伊君院士一直关注物理力学的发展，于 2015 年

系统梳理在求解气体动力学 Navier-Stokes 方程组时

所需的状态方程、输运系数和不透明度的计算方法，整

理完成学术专著《气体物理力学》［12］。

3　以软破坏思想重启我国高能激光工
程研究计划，开创了我国高能激光研
究的新局面
1964 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加强战略防御工作的指

示，我国启动了相关研究项目，促进了高能激光技术快

速发展［13］，但由于技术难度较大，未能实现预定目标，

项目于 1976 年终止。改革开放之初，基于国防科技发

展新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国家层面再次作出加强高

能激光研究的重要指示，但由于没有可参考的成功经

验和成熟概念，国内外对高能激光的应用前景尚存争

议，直到 1983 年我国仍未再设置有关计划支持该方面

的技术研究。

通过长期的激光破坏机理基础研究，赵伊君认识

到激光毁伤金属靶材需要极高的能量密度，研制相应

的高能激光系统难度极大、风险高。1984 年，赵伊君

在国内率先提出“软破坏”概念，即激光对光电系统的

致盲作用，并预见这种“软破坏”将成为高能激光军事

应用的重要方式之一，认为“软破坏”应该是我国高能

激光系统研究初期的主要发展方向。他带领课题组开

展激光对光电探测器实施毁伤的分析评估，科学论证

了高能激光军事应用的可行性，提出“从软入手、先软

后硬、由易到难、从低到高”这一比较符合科学规律和

中国国情的高能激光技术发展思路。在赵伊君等的积

极建议下，1985 年国防科工委立项高能激光技术研

究，由赵伊君任技术总负责人，开展以软破坏为主的技

术和试验研究，由此重启了我国高能激光工程研究工

作。后续实践证明，赵伊君带领团队走出的发展之路

是一条少花钱、多办事、出成果、有成效的创新之路。

高能激光工程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攻克众多

关键技术，没有一个单位或部门能够独立完成。赵伊

君向主管部门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有实力、有志向

从事高能激光事业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国家

队，开展联合攻关的建议。在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赵伊

君奔赴祖国各地，开展广泛的调研考察，牵头组建了一

支包括全国众多部门、众多研究所，由数百名科技人员

组成的科研队伍。赵伊君带领团队进行了众多探索性

研究，取得了多个国内第一的辉煌成绩，奠定了我国高

能激光技术发展史上的多个里程碑。20 世纪 90 年代

末，赵伊君敏锐把握国家重大安全需求，推动了我国高

能激光发展战略的历史性转折，促使我国走出了一条

有别于外国的自主发展道路，开创了我国高能激光工

程研究的新局面。

4　率先开展高能激光总体技术研究，推
动高能气体激光快速发展，带动我国
高能激光技术全面进步
高能激光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厘清综合性能和

各技术单元之间的关系，优化技术体系和工程设计方

案至关重要。为研制能用、好用的高能激光系统，赵伊

君在国内率先开展高能激光总体技术研究，通过谋划

发展战略、深化论证技术路线、进行系统模拟仿真、制

定系统性能测试方案、开展综合验证试验等方法对系

统技术体系和工程方案进行综合设计，权衡高能激光

系统各单元遇到的科学技术问题，优化设计系统参数，

提升高能激光系统的综合性能。

赵伊君深耕于高能激光总体技术研究，基于物理

思维和哲学高度思考高能激光发展问题，关于我国高

能激光的发展思路、方向、重点与路径，他提出了一整

套新的思想，开拓了我国高能激光发展的道路。赵伊

君理论功底深厚，在团队中他对高能激光系统和技术

的理解最为深刻，很多先进的技术方案和解决问题的

方法都是由他率先提出的。

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高能激光工程研究首先

要思考的问题。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国内高能激光

研究进入低潮，相关的单位把研发重点转向重复脉冲

气体激光研究。赵伊君立足长期的基础研究，根据积

累的冲击波层裂和烧蚀穿孔等破坏机理知识，认为应

优先发展连续波气体激光，并最早在国内开辟了高能

连续波气体激光技术方向。他和团队成员一起规划了

高能气体激光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路线图，提出了激光

器设计新思路，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研制出高能激光

工程样机，带动了我国高能激光技术的全面发展，大幅

缩短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5　积极推进团队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
人才
赵伊君不仅牵头组建了一支我国高能激光工程科

研攻关的国家队，还创建了国防科技大学高能激光技

术研究团队。1987 年，根据赵伊君的建议，国防科工

委在国防科技大学成立光子对抗研究中心，以培养高

能激光总体技术和破坏机理研究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该中心也成为高能激光技术研究团队稳步成长的依托

平台。1993 年，光子对抗研究中心开始招收军用光学

专业光子对抗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实现了本硕博人才

培养的全覆盖，也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提供了

人才源泉。 2012 年，光子对抗中心经过多年发展壮

大，成长为国防科技大学高能激光技术研究所，重点开

展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高能激光光源、光束控制等研

究，成为国防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

力量。赵伊君创建的高能激光技术研究团队不断成长

壮大，先后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等多个国家级创新团队，获军

队创新群体奖，成为我国高能激光技术创新发展的主

力军。

作为一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家，赵伊君院

士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夯实四个方面的知识根基：一是

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他经常结合自己多次转换专业

方向的经历，谆谆教导学生“基本理论是在瞬息万变的

军事技术研究领域站稳脚跟、有所创造的立身之本”。

二是关注前沿的学术习惯。他带研究生，一个学生一

套教法，但有一个环节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求学生必须

学会查阅国外文献资料、跟踪学术最新动态。三是挑

战权威的勇气和底气。他经常说“在我这里，即使是最

愚蠢的问题，都是受欢迎的”，特别喜欢敢于发表不同

意见、敢于与他“叫板”的学生。有时候，为了培养学生

的质疑精神，他故意出错，考验学生敢不敢质疑他。四

是真刀真枪的科研实践。他鼓励学生参与重大科研课

题，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始，就明确必须结合科研

任务进行研究。

在近 70 年的教学生涯中，赵伊君治学严谨、作风

正派，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洞

察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了一批批科技人才。他指导的研

究生中，已有 1 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多人担任国防

科研重大项目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

6　结         语
赵伊君院士是一位有大情怀的科学家，自觉把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国防科技建设，为了国家利益，

他在学术生涯中十多次转换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开创

高能激光事业时，他已年过半百，在物理力学、原子分

子物理研究领域已经颇有建树，面对新的研究方向，他

勇于挑战、敢为人先，不仅推动了我国高能激光工程研

究的重启，还带领团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奠定了我

国高能激光工程领域发展的多个里程碑，开创了一条

我国高能激光工程自主发展的新道路，培养了一批高

能激光领域的科技人才，为我国高能激光技术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

赵伊君院士是国防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的主要

开创人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带领团队开展核爆

炸试验光辐射测量研究，促使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光学研究从几何光学、波动光学向现代光学的转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赵伊君组织科研团队开展激光技

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激光破坏

机理、气体激光、系统技术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赵伊君带领高能激光技术团队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

月，逐渐成长为国家级创新团队和国防科技大学光学

工程学科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学校光学工程学科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伊君院士为国防科技事业不懈奋斗的人生历

程，献身国防、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在物理力学、原子

分子物理、高能激光技术与工程等研究领域取得的学

术成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我们将继续弘扬他

的科学事业，传承他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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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光子对抗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实现了本硕博人才

培养的全覆盖，也为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提供了

人才源泉。 2012 年，光子对抗中心经过多年发展壮

大，成长为国防科技大学高能激光技术研究所，重点开

展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高能激光光源、光束控制等研

究，成为国防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建设的重要支撑

力量。赵伊君创建的高能激光技术研究团队不断成长

壮大，先后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

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等多个国家级创新团队，获军

队创新群体奖，成为我国高能激光技术创新发展的主

力军。

作为一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育家，赵伊君院

士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夯实四个方面的知识根基：一是

深厚扎实的理论基础。他经常结合自己多次转换专业

方向的经历，谆谆教导学生“基本理论是在瞬息万变的

军事技术研究领域站稳脚跟、有所创造的立身之本”。

二是关注前沿的学术习惯。他带研究生，一个学生一

套教法，但有一个环节是相同的，那就是要求学生必须

学会查阅国外文献资料、跟踪学术最新动态。三是挑

战权威的勇气和底气。他经常说“在我这里，即使是最

愚蠢的问题，都是受欢迎的”，特别喜欢敢于发表不同

意见、敢于与他“叫板”的学生。有时候，为了培养学生

的质疑精神，他故意出错，考验学生敢不敢质疑他。四

是真刀真枪的科研实践。他鼓励学生参与重大科研课

题，从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始，就明确必须结合科研

任务进行研究。

在近 70 年的教学生涯中，赵伊君治学严谨、作风

正派，以深厚的理论功底、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洞

察力和创新精神培养了一批批科技人才。他指导的研

究生中，已有 1 人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多人担任国防

科研重大项目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

6　结         语
赵伊君院士是一位有大情怀的科学家，自觉把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和国防科技建设，为了国家利益，

他在学术生涯中十多次转换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开创

高能激光事业时，他已年过半百，在物理力学、原子分

子物理研究领域已经颇有建树，面对新的研究方向，他

勇于挑战、敢为人先，不仅推动了我国高能激光工程研

究的重启，还带领团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奠定了我

国高能激光工程领域发展的多个里程碑，开创了一条

我国高能激光工程自主发展的新道路，培养了一批高

能激光领域的科技人才，为我国高能激光技术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做出了重大贡献。

赵伊君院士是国防科技大学光学工程学科的主要

开创人之一。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他带领团队开展核爆

炸试验光辐射测量研究，促使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光学研究从几何光学、波动光学向现代光学的转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赵伊君组织科研团队开展激光技

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激光与物质相互作用、激光破坏

机理、气体激光、系统技术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赵伊君带领高能激光技术团队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

月，逐渐成长为国家级创新团队和国防科技大学光学

工程学科的重要支撑力量，为学校光学工程学科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伊君院士为国防科技事业不懈奋斗的人生历

程，献身国防、敢为人先的科学精神，在物理力学、原子

分子物理、高能激光技术与工程等研究领域取得的学

术成就，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敬仰，我们将继续弘扬他

的科学事业，传承他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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