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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苏民 　 金属压力加工专家 。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 。 １９６５ 年毕业于
新风加工厂职工业余大学 。 西南铝加工厂高级
工程师 。 长期从事精密模锻工程技术研究工
作 。 解决了许多压力加工重大技术难题 ，形成
我国大型模锻生产技术体系 ；研制出快速模锻
新工艺 ；开发一系列重要模锻用铝合金品种 ，用
于波音飞机等 ；创造多向大变形技术 ，细化合金
基体组织 ；开发系列锻件热处理技术 ；将国产模
锻件推向国际市场 ，取得显著经济效益 。 获
１９８７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９９０ 年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

一精五学三个他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从技术员到教授级
高工 ，曾任企业总工程师等 ，五十多年来一直在
科技工作的一线 ，主持了铝合金 、镁合金 、钛合
金 、镍基高温合金 、铁基高温合金 、不锈钢等材
料的几十项压力加工与热处理工艺研究课题 ，
创造了二十多项新工艺 ，开发出一百多种新产
品 。 其中有 ２０ 年来已生产出为一千多架波音
７３７ 、７４７ 、７５７ 、７６７ 等客机配套的大型精密高性
能铝合金模锻件 ；在 ３００MN 上创新工艺生产
出按常规需 ７００MN 设备能力的铝合金和镍基
高温合金超大型模锻件 。累计已创造经济效益

八亿多元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１６项 、省部级科
技奖 ２５ 项 ；获得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 、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享受政府津贴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回顾我的经历 ，体会最深的是做到“一精五
学三个他” 。

一 、精
做技术工作要“精” ，少而精 ，精益求精 ，精

能成功 。 我勇于承担难度很大 、国家急需的课
题 ，集中精力 ，不论失败多少次 ，务必在一周年
内干成功 。如 １９８０ 年 １月冶金部副部长找我 ，
说国家急需 ６ 种钛合金模锻件 ，能否在只干铝
合金的 ３００MN 水压机上干 ，我满口答应说 ：可
以干 。 实际上我没有看见过钛合金 ，也没有学
过 ，更没有干过 。 我一方面收集国内外资料 ，到
钛熔炼厂学习 ，同时进行模具设计 、模具制造和
高温加热炉等准备工作 。 经过半年准备工作
后 ，开始进行模锻 ，一干十多套模具全裂了 ，百
多个钛合金模锻件也全裂了 ，一句话 ，首次试验
彻底失败了 ，当时损失巨大 ，达 ８００万元 。 我停
了一个星期 ，总结失败的教训 ，创造一系列新的
模具设计 、新模具热处理工艺和新模锻工艺等 。
在又做了三个月的全面准备工作后 ，进行第二
轮试验 ，基本成功 。 又分析了性能不合格等不
足之处的原因 ，再经过两个月充分准备 ，经过多
次小型试验成功后 ，才进行成批试制 ，终于提前
一个月将六个品种一百多个合格的钛合金模锻

件试制成功 。 全面超过了当时苏联的先进水
平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

二 、五学
１ ．向理论学习
理论是一切的基础 ，必须掌握正确的理论 ，

否则就易犯方向性的错误 。 １９５３ 年在苏联学
习时 ，对金属学 、压力加工原理等基础理论都精
读百遍以上 ，由一知半解达到深入理解的目的 。
在苏联学习及在工作中不断深入学习的相关理

论是 ５０ 年来技术工作最好的指导 ，受益不浅 。
２ ．向实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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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任何真知来源于实践 。 任何创造发明也来

源于实践 。 脱离实际将一事无成 。 在生产一
线 ，实践更加重要 ，干了百多个新品种和创造出
二十多项新工艺都是来源于实践 ，又返回到实
践去 ，一方面检验正确与否 ，另一方面更进一步
完善与发展 ，创造出更高级更新的工艺 ，形成良
性循环 。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 ，我到抚顺铝厂去开会 ，路过
北京 ，停留了三天 ，某厂总工程师知道后 ，接我
到他们厂去参观 ，在中午吃饭时 ，谈及他们厂急
需铝合金 ф３ ５００ mm 大锻环 ，找过我们厂所有
现职领导 ，都说干不了 （我厂设计只能干

ф２ ５００ mm的锻环） 。 原来设计的大锻环是钢
的 ，如果改成铝的 ，每使用一次可节省 ２００万美
元 ，计划使用 １００ 次 ，共可节省 ２ 亿美元 ，合人
民币 １６ 亿多元 。 最后他问我 ：你看能不能想办
法在你厂干 ф３ ５００ mm 铝合金环 ？ 我回答 ：可
以想办法（当时我已退到第二线 ，不担任总工） 。
他们天天跟着我不放 ，在北京跟着 ，回到工厂后
又来一帮人跟着我 。 不仅如此 ，他又动员了他
们厂的上级领导和我们厂的上级有色总公司领

导一起来我厂找我和我厂领导做工作 ，半年内
反复谈了八次 ，终于签了合同 ，要求半年内交出
８个合格产品 。 我根据过去干 ф２ ５００ mm 锻环
的实践 ，归纳起来有四大难题 ：产品要求探伤 ，
铸锭必须纯净化 ；锻环只能锻到 ф２ ５００ mm ；热
处理缺大炉子 ；淬火后消除内应力需 ６００MN
压力 。 针对四个难题通过 １５ 次试验 ，获得四个
创新 ： ① 双级除气过滤 ； ② 三镦二扩锻环 ；
③ 改造均匀化炉等 ；④ “双十字”分部变形 。
这四个创新都来源于实践 ，又回到实践中去 ，取
得预期的效果 ，并提前三个月完成任务 ，合格率
由 ６７ ％ 增加到 １００ ％ ，全面超过美国同类产品
的先进水平（美国在 ４５０MN 水压机上干的） ，
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神舟六号”上天也使
用了 ф３ ５００ mm 大锻环 。

３ ．向他人学习（全世界 ６０ 亿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 。 我向他学习中的“他”扩
大到全世界 ６０ 亿人 。 我先后到过 １２ 个国家 ，
向外国人学习很多好的东西 ，国外的先进技术
就是好 ，解放初期 ，我们国家派出去 ，请进来 ，只
用了三年就基本赶上国外先进水平 ，后来的差
距越来越大 。 我在当分厂厂长和总工程师时 ，
向工人和技术人员学到很多好的东西 。 我在写
智商和情商后给孙女看了 ，她说 ：要加上“平等
待人” ，父母对子女应当平等 ，领导对群众应当
平等 ，老师对学生应当平等 。 同样推理领导向
群众学习 ，父母向子女学习 ，老师向同学学习 ，
个人向一切人学习 。

４ ．向规律学习
万事万物万人都是有规律的 。 学好规律 ，

按规律办事就胜 ，不按规律办事就败 。 科学技
术更是如此 ，更应尊重客观规律 。主观简单 ，客
观复杂 ；主观直线 ，客观曲折 ；主观愿望良好 ，客
观残酷无情 。 欲速则不达 ，好心办坏事 ，都由于
没有很好向规律学习 ，违背了客观规律 。 向规
律学习 ，按规律办事 ，无往而不胜 。

５ ．向失败学习
失败是成功之母 。 有科学就有失败 ，无失

败不成科学 。 我五十多年的科学技术工作是每
项课题最少的三次失败 ，最多的失败达八十九
次 。 失败方能显露出科学精华 ，往往是多次 ，上
十次 、上百次方能全部显露出来 。 六六六粉是
通过六六五次失败后才成功 。成功由失败集成
而来 ，因此每次失败 ，必须分析 ，向失败学习 ，总
结经验教训 ，每失败一次前进一步 ，逐步走向
成功 。

三 、三个他（60 亿人）
１ ．尊重他人言行
若要他人尊重自己 ，必须首先尊重他人 。

他人包括言行 。 尊重他人言行 ，是提高自己威
信 、改善群众关系 、搞好工作的先决条件 。 尊重
他人言行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知识 、经验 、教训
等 。 尊重他人言行实际上是尊重自己 。 领导尊
重群众言行 ，领导威信就高 ，干群关系好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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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肯定好 ；父母尊重子女言行 ，家和万事兴 ；
老师尊重学生 ，学生肯定尊重老师 ，学校必然大
团结 ，蒸蒸日上 。

２ ．发挥他人作用
个人作用是渺小的 ，他人作用是巨大的 。

个人是一个人 ，他人是 ６０ 亿人 ，６０ 亿人总比一
个人的作用大得无法计算 。 凡事大牵涉人多 ，
有的几百万 、几十万 、几万 、几千 、几百 、几十 、几
人参加共同完成 。 就是农民一家几口人 ，家长
也有发挥几口人作用问题 。 我干一些大项目 ，
都有上千人参加 ，自己只是出点主意而已 ，更重
要的是发挥上千个脑袋 、上千双手等的作用 。
我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呢 ？ 一个是尊重他们向
他们学习 ，另一个是奖励他们 。 遇到大难题则
运用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如 １９８６年 ８ 月首次模
锻一种头大身长壁薄的波音大型精密模锻件 ，
当提升上模时 ，模锻件大头粘在下模 ，小头粘在
上模 ，将模锻件全部撕碎了 ，一个工人提个建议
解决了此问题 ，我当场奖励他一千元（相当他两
年的工资） ，不仅调动他的积极性 ，也同时调动
了分厂一千多人的积极性 ，发挥他们更大的
作用 。

３ ．借用他人力量
借用他人力量包括借梯登高 、借智上天和

借力兴业 。
科学技术的发展仅靠自己掌握的设备仪

器 、知识智慧 、人力 、物力 、财力都是不够的 ，必
须借用他人力量 ，方能成功 。

１９７６ 年国家急需 ３ ５００ mm 特宽铝合金薄
板 ，我厂只能干 ２ ５００ mm 宽铝合金薄板 ，美国
可干 ３ ０００ mm 宽薄板（冷轧机宽 ３ ３００ mm） ，
是全世界最宽的 。 我想出一个新工艺 ，“分段多
次旋压法” ，“借梯登高”找到了北京有色研究
院 ，该院有 ф２ ０００ 米的大型旋压机 ，他们有多
年的旋压经验 ，又可以借智上天 ，仅用了三个月
干出全面合格的 ３ ５００ mm 宽铝合金薄板 ，满
足了国家急需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干波音锻件时为我厂锻件生
产解决了三大问题 ：一是锻件生产量少 ，不满负
荷 ，吃不饱 ；二是水平低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
三十年 ；三是人才差 。 通过了波音公司授予的
五个生产许可证 ，八次派团组到波音公司学习 ，
波音公司又派了六次小组到我厂检查与讲课 ，
并不断地无偿提供技术资料和图纸 ，通过实践 ，
不断地解决产品质量高于国内锻件的 １２ 个难
题 ，应当说培养出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人
才 ，我曾经说过 ：一步跨过三十年 ，锻件远征美
利坚 。 这就是借力兴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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