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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德 爆炸力学工程技术专家 。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县 。 １９６０ 年毕
业于浙江大学 。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 长
期在空中爆炸冲击波 、地下爆炸岩体应力波 、爆
炸地震波 、爆炸安全工程技术 、强动载实验与测
量技术等研究领域进行科学探索 ，参加过众多
重大国防科研试验任务 。 获国家发明奖 ２ 项 ，
国家科技进步奖 ３ 项 ，二等以上省部级科技进
步奖 １２ 项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的一个偏僻山村 。
父亲是小学教师 ，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家妇女 ，因
为经济困难 ，小学毕业后失学 ，１９４９ 年秋天我
县解放 ，来年春天我考上永春第一中学就读 。

刚上初中 ，父亲便因肺结核病卧在家 ，并在
我上高中时病逝 ，留下我母亲带我们 ４个孩子 ，
我是老大 ，１５ 岁 ，最小的弟弟才 ３ 岁 ，如果不是
解放 ，不是土改中分得耕地 ，不是人民政府发放
救济款度荒 ，不是学校发放助学金 ，我家就是另
一个样子 ，我根本上不起中学 。 １９５５ 年我考上
浙江大学 ，上学的路费是信用社的 ５０ 元借贷和
学校发放的 ２０ 元补助费 。 家里维持生计就非
常困难 ，一分钱也给不了我 ，大学的费用全靠政
府发放的助学金 ，５ 年大学没有能够回过一
次家 。

解放前 ，父亲为了保住一份小学教师的工
作而四处奔波和积劳成疾的痛苦人生给我留下

了深刻记忆 ，父亲去世后母亲维系一个孤儿寡
母家庭的艰难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 。 上中学时
曾经因为没有棉被而同一位好心的同学睡一个

被窝 ，大学里曾经因为穿不起鞋袜被一位老师
在上大课的百多号同学面前羞辱我不懂礼貌 。
曲折的青少年时代给了我一笔不菲的财富 ，它
让我比同龄人更早感知到世间炎凉 ，它让我更
珍惜学习机会 ，它让我能够更坦然地面对人生
旅途中的种种困难和曲折 。

新中国的诞生使我家绝路逢生 ，我亲历了
新旧中国两重天 ，我感激共产党 ，我信任人民政
府 ，对新中国怀有深切的感情 ，上大学时我就默
默下决心学好本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 ，回报国
家人民的培养 。

１９６０ 年大学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部队工
作 ，在我的脑子中早就有一个光辉的中国人民
解放军形象 ，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实在是
喜出望外 ，在北京入伍集训期间 ，每个人可以报
销一次探家车费 ，我 ５ 年没回家了 ，多想回去看
看啊 ！ 但是舍不得国家再为我花这笔钱 ，怕耽
误集训学习 ，自动放弃了这次探家机会 。 ４ 个
月集训结束后我被派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

武器系进修爆炸理论 、流体力学 、计算数学 、电
子学等专业课程和英语（我毕业于机械制造专
业 ，原学俄语） 。 １９６２ 年春节前 ，带领我们进修
的王元才处长突然“命令”我回家探亲 ，我还以
为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就申辩等期终考试完毕
后再回家处理 ，他说家里没事 ，我的学习情况他
了解 ，可以不用考 ，是考虑我已经离家 ７ 年了 ，
该利用春节回家看看 ，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
来 ，联想到在这之前家里曾经来信说过收到部
队寄去的困难家庭补助费 ，我产生了一种极大
的对国家人民的负债感 ，默默地鞭策自己 ：我自
己没想到的事部队领导都给想到了 ，国家人民
为我付出太多了 ，我一定要学好本领做好工作 。
当我穿着军装突然出现在我妈妈面前时（我来
不及写信告诉她） ，她完全愣住了 ，在被人一再
提醒是儿子回来了之后 ，她许久才明白过来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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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无言对视饱含着我们母子的多少辛酸与

喜悦 ！
１９６３ 年初 ，我们得到核武器试验上马的消

息 ，大家都非常激动 ，我强烈地产生了一种整装
待发开赴前线的感觉 。 回北京后 ，我被指定负
责一个核爆炸冲击波测量项目的仪器研制 。 冲
击波是核武器的第一杀伤要素 ，核爆炸冲击波
测量数据是确定首次核试验武器爆炸威力的重

要根据 ，为了确保测量成功 ，国家设置了 ８个冲
击波测量仪器研制项目 ，分别由中国科学院声
学所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 、总参工程兵三所和我们基地研究所承担 。

研制任务非常急 ，五月接受任务 ，十月就要
参加大型化爆实验 ，接受上场项目排队 。 当时
的生活工作条件很差 ，我们研究所没有自己的
宿舍和办公楼 ，暂时借用北太平庄总参测绘学
院的学生宿舍 ，住上下床 ，卷起铺盖就是办公
桌 ，吃饭上学生食堂 ，绘图的三角尺和图板是我
们自己上街买的 ，到图书馆查资料和外出联系
工作一概自乘公共汽车 。我们项目组成立时只
有 ３ 个人 ，我和 ２ 个哈军工 １９６３年因核试验任
务上马而提前毕业的学生 ，我们根据当时美国 、
苏联少数解密核试验资料的提示和公开刊物的

常规武器试验测量文章因陋就简地研制了一台

参试仪器 ，大型化爆实验中获得意外成功 ，被确
定为首次核试验冲击波测量的重点项目 ，随即
我们投入了为我国首次核试验冲击波测量的

“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批量研制生产 。
在诸多冲击波测量仪器研制项目中 ，我们

的人员资历最浅 ，工作经验最少 ，基础设备最
差 ，但是认识到这些弱点之后的我们反倒取得
了条条框框最少 、创新空间最大的优势 。 为了
设计能够在冲击波的几百个 g 冲击加速度作用
下正常运转 、时间分辨率高于 ０畅０１ 秒的压力自
记仪钟表机构 ，我除读书查资料外 ，还收集拆卸
一批闹钟 、秒表和高射炮弹的机械定时引信帮
助构思和设计 。 在钟表机构试制调试中 ，我曾
经熬夜用什锦锉一个齿一个齿 、一遍又一遍地

耐心修锉钟表机构的擒纵轮 ，使得图纸修改一
次到位 。 在正规压力标定设备未能及时建立的
情况下 ，我们曾经应急采用临时焊接的储气罐
和自行车打气筒进行仪器的气压标定 。 我们的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获得了丰厚回报 ，在 １９６４
年 １０月 １６日我国首次核试验的 ８个冲击波测
量项目中 ，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的成功率最高 ，准
确度最好 ，试验委员会给我们项目组记了集体
二等功 ，并给我记了个人二等功 。

随后的几年中 ，我们完善了钟表式压力自
记仪设计 ，使之成为仪器系列 ，适用于各种测量
环境 ，包括采用氢气球放飞和飞机投放的方式
测量高空冲击波 ，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很快被推
广应用到几乎所有需要测量冲击波的核试验参

试单位 。 与此同时 ，在不宜使用钟表式压力自
记仪的核爆炸近区（严重放射性污染 ，仪器数据
回收困难） ，我们研制了不必回收的专用电测仪
器 ，使冲击波测量进入到爆炸火球区 。 在当时
战备情势（珍宝岛中苏边界战争）激发下 ，我们
研制了次声波核爆炸侦察仪 ，可以在数百公里
外及时测到核爆炸的气压波动 ，确定核武器攻
击的地点和爆炸威力 。

我们研制的冲击波测量仪器为国家积累了

一套比较完整的核爆炸冲击波数据资料 ，为核
试验本身的安全和核武器效应研究创造了重要

技术基础 ，我因此获得了 １ 项国家发明奖 ，２ 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 。 我们当时都是刚出校门的学
生 ，很年轻 ，怎么能够取得这么显著的成绩呢 ？
具体原因很多 ，核心的还是机遇 、学习和付出 。
国家的兴盛和核事业的发展须要方方面面的人

才为它进行创造性劳动 ，我们通过努力学习和
勤恳工作取得了在重要科研项目上展现才能的

机会 。 我在学生时代学习就很刻苦 ，参加工作
后几乎没有星期天的概念 ，电影也舍不得花时
间看 ，钟表式压力自记仪研制中我们的技术起
点比老大哥单位低 ，更高的自我要求标准 、更大
胆的创新精神和更谨慎的工作态度弥补了我们

的不足 ，最终改变了我们的劣势 。 付出不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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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刻苦学习和勤恳工作 ，我们一进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这个大门就有牺牲个人利益的准备 ，
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第一次接见

我们集训队学员时就要求我们当无名英雄 ，不
少同志因为在边疆保密部队工作而与对象分

手 ，许多同志与妻子儿女一分居就是一二十年 ，
许多子女因为父母工作生活条件原因丧失上大

学的机会 ，我们这伙人中流传着一句话 ：献了青
春献终生 ，献了终生献子孙 。 不过与百年来为
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而前赴后继的先烈们相比 ，
只能说我们在传承他们的忧国忧民精神 。

与牺牲相伴的还有幸福 ，记得首次核试验
成功后 ，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将军在回答周
恩来总理的“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确实是核爆
炸”问话时 ，提到了钟表式压力自记仪项目的冲
击波压力测量速报数据 ，我就感到非常幸福 ，我
终于能够回报国家人民的培养了 ，这时自己好
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觉得自己已经在开始担
负起振兴国家民族的光荣职责了 。 还记得在首
次核试验参观场上 ，我们戴着 １ 万倍减光墨镜
背对爆心静听倒记报时中 ，报到 … … ５ 、４ 、３ 、２ 、
１ 、起爆 、正 １秒 … … 时还是一片寂静 ，心里正担
心地嘀咕着是不是出事了 ？ 突然身边一个同志
高叫大家赶快看啊 ！ 我们一回身 ，圆球形的火
球已经不在了 ，只见迅速翻滚升腾的巨大蘑菇
云 ，全场欢呼雀跃 ，相互祝贺 ，静下来时 ，问起了
刚才是谁在大喊大叫 ，这个叫喊的同志骄傲地
说 ：你们都犯傻了 ，我是迎着爆炸方向坐的 ，除
了戴墨镜外 ，我还用手遮住一只眼 ，哪怕瞎掉一
只眼我也不能让这千载难逢的一幕在眼皮下溜

走 。 是的 ，好多人都为没能完整地看到爆炸过
程而后悔惋惜 ，不过大家还是深深地沉醉在能
够亲手送蘑菇云上天 、打破美苏核垄断的幸福
海洋之中 。

１９７８ 年 ，我任基地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副主
任 ，分管地下核试验力学测量技术研究和实验
室建设工作 。 对于我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
域 ，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学固体力学 、岩体力

学 、地质学等基础学科知识 ，同时学习消化了我
国地下核试验的力学研究与测量的技术总结报

告 。 为了专心学习 ，我向主任申请“特殊待遇” ：
上班时我到主任办公室报到（当时主任和 ３ 个
副主任共用一个办公室） ，不开会我就到一个偏
僻的实验室静心学习 ，有事随叫随到 。 主任支
持了我 。

当时我国的地下核试验还处在初创期 ，平
洞方式核试验的经验还不多 ，竖井方式核试验
刚刚起步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此时我国的核
试验安全评估和工程设计还不得不主要依靠美

国的公开资料 ，这些资料不够系统 ，可靠性和准
确性也有待验证 ，何况我国的核试验场地质同
美国差别很大 ，爆炸的力学现象规律存在巨大
差异 ，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现
场实测数据积累和分析 。 基于这种认识 ，我主
持了岩体爆炸应力波测量系统改造研究工作 ，
我们专门研制了适合于核爆炸条件下使用的应

力计 、加速度计和位移计 ，系统地测量了不同地
质条件下平洞和竖井核试验的应力波传播规

律 、地表运动与层裂的现象规律以及坑道竖井
安全工程的破坏状况 ，在分析总结这些数据的
基础上为我国建立了自己的地下核试验力学参

数计算方法和工程设计技术 。
从改造完善测量系统到比较准确地掌握我

国核试验场爆炸应力波传播规律 ，我们一个十
多人的项目组花了十多年时间 ，我们得到了依
靠文献资料不可能获得的完整而且具有确切背

景资料（地质条件 、仪器性能等）的实测数据 ，形
成了对地下核爆炸的力学现象规律的完整认

识 。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才具有客观评价并
正确利用文献资料的真正能力 。 比如 ，在美国
公开的资料中 ，按硬岩 、干软岩和湿软岩 ３ 类提
供爆炸应力波测值拟合曲线 ，每条曲线在同一
爆心距的应力波强度的不确定性高达 ３ ～ １０
倍 。 这种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它以大量实
测数据揭示了不同类型岩体爆炸应力波衰减规

律的显著差异及准确测量岩体应力波的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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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在核试验的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中应用
这种资料就很困难 ，误差太大 ，采用小值风险太
大 ，采用大值工程造价太高 。 我们通过现场实
测数据分析总结的核爆炸应力波衰减曲线的不

确定性可以控制在 １ 倍以内 ，显然 ，它的工程应
用价值就不是一般的学术文章所能比拟的 。

不仅如此 ，通过我们自己的实测数据分析 ，
在学术认识上也出现了突破 ，比如 ，美国在爆炸
应力波传播规律分析中按硬岩 、干软岩和湿软
岩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方法表明 ，与软岩不同 ，
硬岩（指花岗岩 、石灰岩等孔隙率在 ３ ％ 以下的
岩石）数据不必分干湿 ，干硬岩和湿硬岩可以采
用同一爆炸应力波衰减规律来表述 。 在我们未
获得足够数据之前也是接受这一观点的 ，随着
实测数据的积累 ，我们认识到 ，在同一爆炸威力
和同一爆心距下 ，水饱和硬岩的应力波强度可
以比干硬岩大 １ 倍以上 。 这表明 ，在岩体爆炸

应力波传播中 ，岩体节理裂隙造成的“非连续介
质效应”是不可忽略的 ，硬岩岩体的含水量虽
小 ，但是在减小裂隙面的应力波散射上发挥着
重要作用 ，因而饱和水硬岩岩体爆炸应力波随
爆心距的衰减显著变慢 。

经验告诉我们 ，在新学科探索中 ，国外先走
了一步 ，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条件虚心学习 ，但是
限于保密 、文献资料性质 、背景条件差异和我们
自身知识基础（包括理论和实践）等等原因 ，资
料调研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很有限的 ，企图
通过资料调研达到切实掌握和正确应用国外经

验是幼稚的 ，简单地搬用它们的结论是危险的 。
与其把这些文献资料当作具体知识来学习掌

握 ，不如把它看成是思路的启发和入门的向导 ，
用它来帮助我们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目标 ，真
正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诚实劳动和科

学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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