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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浚 　 人机环境工程 、环境控制 、环境
模拟及制冷技术专家 。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出生
于山西省孝义市 。 １９５９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
院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主
持十多项大中型环模工程的建设 。 总结多年研
究成果和工程实践 ，建立了综合性的边缘技术
“环境模拟技术”的理论体系 。 发展了空气制冷
技术的理论 ，开辟了空气制冷技术新的应用领
域 。 将自动控制理论和数学模拟方法应用于环
境控制及环境模拟技术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２ 项 ，国家发明奖三等奖 １ 项 ，解放军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１ 项 ，部级科技进步奖二 、三等奖
１１ 项 。 出版专著 ３ 部 。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３５年 ７ 月（阴历）出生在河北省怀来
县康庄（今延庆县康庄） 。那时父亲在京张铁路
康庄机务段工作 。 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大举进
攻 ，全家随着逃难的人流经山西大同沿同蒲路 ，
回到山西孝义县长兴村老家 ，靠父辈分家时的
几亩田地和母亲有时给别人做些针线活维持生

活 。 ７ 岁时开始在本村小学念书 ，老师教书认
真 ，管得很严 ，有时用木戒尺打手板 。 夏收后的
晚上经常在麦垛旁听乡村说书先生讲枟水浒枠 、
枟三国枠 、枟杨家将枠之类古代小说 ，生活很清苦 ，
但听兴很浓 ，知道了不少历史故事 。 我们村是
阎锡山占领的边缘区 ，往东不到 １０ 里就是日本

占领区 ，八路军的游击队也不时来光顾 ，所以听
到不少日本兵残杀百姓 ，烧杀掳掠和游击队与
日本人交火的事 。

１９４５年 ８ 月抗日战争胜利 ，父亲经同学介
绍到山西师范学校（中专）教理化课 ，全家随学
校迁到太原 ，我在太原上小学 。 １９４９ 年太原解
放后 ，父亲被派到山西崞县（今原平县崞阳镇）
范亭中学教物理及化学课 。 我随父亲到范亭中
学上学 ，母亲则带其余姐妹回孝义老家种田 ，大
姐随军南下 。 １９５０ 年 ，父亲被调往山西隰县中
学教书 ，我则转入山西汾阳中学读初二 。 １９５１
年夏天 ，父亲得急性肝炎 ，因医疗条件太差 ，不
到半个月就去世 ，全家生活就主要靠母亲种田
维持 。 母亲那年 ５０ 岁 ，她是个很坚强也很干练
的妇女 ，虽没文化 ，又是小足 ，但干事麻利 ，能吃
苦 ，对读书人很尊重 ，积极鼓励和支持子女上
学 ，常讲 ：只要你们能上学 ，读到多高 ，拼死拼活
也让你们上到多高 。 就是在母亲的影响下 ，树
立了我在艰苦环境中不断求学上进 、刻苦学习
的决心 。

我所在的汾阳中学是庚子赔款时建立的一

所教会学校 ，解放后由附近几个县的中学合并
为山西汾阳中学 。 校园很美 ，老师水平很高 ，师
德很好 ，教书十分认真 ，第一 、二任校长都是文
化水平相当高的老革命 ，能团结教师 ，对学生
德 、智 、体都要求很严 。 那时绝大部分学生住
校 ，离家几十里路 ，当时自行车很少 ，开学及放
假都要背上行李步行四十多里路 。平时基本不
回家 ，和同学一块吃住在学校 ，一个班同学几十
人睡通铺 ，相互拥挤 ，每人仅占 ６０ ～ ７０ 厘米宽 。
吃集体食堂 ，菜很少 ，基本上早饭是小米粥 、高
粱面窝头和咸菜 ，中午高粱面饸 ，晚饭小米干
饭 ，每周才吃一顿白面馒头或面条 。 初中时晚
自习是 ４ 个人两两相对点一盏小煤油灯（用棉
芯） ，高中时换成汽灯 ，每班两盏 。那时 ，用的笔
记本及作业本是自己买大张毛边纸或雪莲纸裁

成小页后 ，用纸捻装起来的 。 墨水是买颜料 、放
些酒精 ，用水调成的 。 生活和现在没法比 ，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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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们吃住在一起 ，过着集体生活 ，相互感情很融
洽 。 在老师的关怀和教育下 ，思想很单纯 ，就是
学习 。 初一 、二时我对历史 、地理及时事很有兴
趣 ，经常在报栏前看枟山西日报枠 ，很关心时事政
治 。 初二开始对数学 、物理及化学产生浓厚兴
趣 ，成绩也很快由中等上升到前三名 。 对数理
化的高度兴趣一直保持到高中毕业和大学 。 那
时上数理化课的几位老师 ，不但授课认真 ，而且
水平很高 ，上课时我注意力高度集中 ，有时外边
敲锣打鼓都听不到 。 只要次日有数理化课 ，前
一日就有种无名的兴奋 ，就像明天要过节或有
什么喜事一样 。 在汾阳中学阶段的艰苦学习环
境 ，老师在品德和知识（特别是数理化基础知
识）方面的教育及同学之间集体生活的熏陶给
我一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记得进入北航第一
年时 ，上小班高等数学课 ，我做题及理解数学的
能力 ，让老师（北大数学系毕业任教的姜老师）
都吃惊于一个农村中学的学生能列全班前一

二名 。
１９５４ 年夏 ，全国统考 ，我被录取进入北航

飞机设计专业学习 。 从小城市来到刚刚成立的
新中国第一所重点国防高校 ，优越的学习环境
（当时） ，学术水平很高的大学老师 ，“努力学习 ，
立志祖国航空”的号召 ，使我这个 １９ 岁青年兴
奋不已 。虽然上大学的路费是母亲向农村信用
社借的 １０ 元钱 ，国家 １６ ．５ 元的助学金除去
１２ ．５元伙食费外每月仅有 ４ 元的日用及衣物
用钱 ，５ 年中（北航当时是 ５ 年制）仅仅回过一
次家 ，因妹妹上学 ，母亲无力给我一分钱 ，但我
完全不把这些放在心上 ，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
习中 ，那时叫“德 、智 、体”全面发展 。 我 ５ 年中
除一门工艺课是 ４ 分（当时是 ５ 分制）外 ，全部
３９ 门课程 ，３８ 门考 ５ 分 。大学的 ５ 年不仅学到
了航空宇航科学技术的专门知识 ，打下了科研
工作的良好基础 ，也使我树立了为祖国国防事
业奋斗一生的牢固信念 。 １９５８ 年的大跃进 ，在
全国讲是冒进 ，违反了客观发展规律 ，对生产造
成很大破坏 ，但北航当时搞的“北京一号”轻型

客机试飞成功 ，“北京二号”７０ 公里高空火箭发
射成功 ，“北京三号”大型客机设计完成 ，“北京
四号”高空超音速靶机无动力投放成功 ，“北京
五号”无人机首飞成功等 ，在当时无疑是伟大的
成绩 ，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 而这些是北航
的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完成的 ，如果一直发展至
今 ，我国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水平可想而知 ！
我当时是 ４年级学生 ，参加了“北京一号” ，“北
京三号”和“北京四号”的设计及制造 。 虽然由
于国家大气候的原因 ，这些型号研制工作相继
下马 ，但对于教师和学生 ，对于我一个 ２０ 多岁
的青年学子 ，发展我国航空航天事业 ，敢想敢
干 ，敢于创新 ，联系生产实际 ，苦干实干 ，勇于实
践等深深扎根于脑海之中 ，影响一生 。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 ，根据当时国家和航空发展
对人才的需要 ，北航成立“飞行器高空设备”专
业（现“人机与环境工程”学科前身） ，我被提前
半年留校任教 。 我们这批 ５８ 、５９ 届毕业留校的
２０ 多岁青年人 ，在当时的“老主任”（才 ３２ 岁）
带领下 ，为新专业的教学 、实验室建立和科研日
夜奋战 ，同时学习新专业的知识 。 １９５９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的 ７年中 ，从 ６１ 届开始有毕业生 ，
共培养了 ６届 ，编制了较完善的教学计划 ，编写
了全部专业教材和课设及毕设资料 ，经历了带
课设 、毕设 、生产实习 、班主任 、讲课等全部教学
环节 ，建立起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高空环境模
拟实验室 ，开展了和国家航空发展相关的科学
研究 ，和相关厂所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 我自己
１９６５ 年到合肥专业厂劳动一年 ，和工人及技术
人员同吃 、同住 、同劳动 。 这七年中我们这批青
年教师边工作边学习 ，掌握了当时新专业较为
全面深入的专业知识 ，经历了全部教学环节的
锻炼 ，能够较好地胜任教学和科研工作 。

从 １９６６ 年 ６ 月到 １９７４ 年春天的 ８ 年中 ，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 、大串联 、复课闹
革命 ，工／军宣队进校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１ 年半年的烧
暖气锅炉劳动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２ 年河北宝坻干校的
种稻 、盖房劳动锻炼 。 虽然当时这些劳动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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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九”改造 ，但我觉得经历这些体力劳动 ，对
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 ，但一直“未出”校门的
青年 ，对于认识劳动 、接触工农还是受益匪
浅的 。

１９７４ 年对我是关键年 ，从这一年开始 ，我
从事了一门新的工程科学技术 ——— “环境模拟
技术”的科研工作 。 当时的国防科工委某基地
找到北航军宣队 ，根据当时武器装备研制及要
和国际接轨需要 ，要求建立 １ ０００ M３ 、１４０ M３ 、
４５ M３ 的三室大型高低温环境设备 ，按参照国
外军标新制订的国军标进行环境模拟试验 ，改
变过去“走南闯北”利用自然环境进行试验（即
夏天到海南 ，在最热的天进行高温试验 ；冬天到
海拉尔 ，在 ３ 月最冷几天的凌晨最冷时段进行
低温试验）这样一种“靠天吃饭”的方式 。 军宣
队找到我们专业 ，大家讨论 ，提出了应用飞机上
采用的空气制冷方案 。 这么大型的地面设备 ，
温度要到 － ６０ ℃ 以下 ，又没有先例 ，从理论和工
程上都存在许多没有解决的关键技术 。 但国防
又急需 ，我当时是专业负责人 ，决定承接这项任
务 。 至于困难 ，经过项目组教师讨论 ，提出走我
国研制 １ ．２ 万吨水压机的道路 ：在无经验的情
况下 ，先研制 １ ２００ 吨水压机 ，进行科学试验 ，
取得数据和经验后再研制 １ ．２ 万吨 ，一次成功 。
我们先利用学校已有条件 ，对 ０畅 ５ M３ 舱 ，用设
计的空气制冷流程进行方案可行性试验 ，３０ 分
钟降到 － ９０ ℃ ，证明了方案可行 。 接着设计了
可进行轻武器高低温试验的 ５４ M３ 实验室 ，布
置了大量测点 ，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于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 ，在全体项目组教师和毕业班学生（当时是
７２ 及 ７４ 届工农兵学员）及华阴基地官兵共同
努力下调试成功 ，达到 － １０４ ℃ 的低温 ，并进行
了当时歼八飞机机炮的 － ６０ ℃ 低温环境试验 ，
发现了歼八机炮常温很好 ，低温下卡壳打不响
的缺陷 。在这期间我们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难
题 ，对空气制冷技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
试验研究 。 在此基础上 ，项目组仅用四个月就
设计完成了大型（１ ０００ M３ ，１４５ M３ ，４５ M３ ）高

低温空气制冷环模设备 。 １９７７ 年开始建设（由
正规建筑安装公司承担） ，１９８２ 年初步建成 ，开
始边建设边调试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调试完成并验
收 ，４ 月由当时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主持
进行了成果鉴定 ，在当时是亚洲规模最大 ，技术
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创造性地应用了空气制
冷的大型环模设备 ，满足了武器装备研制的急
需 ，１９８５ 年获得首届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为
这个项目我们用了近十年时间（当时处“文化大
革命”后期 ，许多方面都不正规 ，建筑安装公司
工作时停时起） ，没有休息过一个假期 。 １９７４ —
１９８３ 年的十个“八一”建军节我都是在华阴基
地度过的 。我们不只设计 、调试 ，我还负责及参
与安装施工及采购工作 ，记得建设 ５４ M３ 实验

室时 ，因当时买不到弯头 ，我们是用硬纸板几何
作图 ，剪成样板 ，在直管上画线 ，用手锯成一节
节 ，再焊成多折管弯头 ；压力容器是用钢板到陕
西华县十冶公司卷钣机上卷完后 ，两端头是亲
自用十二磅大锤敲平 ，再焊接 、滚圆 ；回冷换热
器是我和另一教师到开封空分厂 ，找到废品回
收站 ，在其仓库中找到并托运到华阴的 。 设备
的分系统调试和全系统联调都是我们亲自组

织 、指挥和操作 。 华阴的十年虽然在国内处于
“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的交叉阶段 ，但我最宝
贵的 ３０ 多岁到 ４０ 多岁年龄段贡献给了国防的
急需项目 ，心里是非常充实的 。 自此之后 ，我承
接了十几项大中型地面 、空中和空间不同种类
的国防工程研制项目 ，应该说都十分完满地完
成了任务 ，目前也还在承接国防及国民经济领
域千万元级以上研制项目多项 。 总结多年工程
实践及较系统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其他同志一道

出版了学术专著枟环境模拟技术枠 。 我起草大
纲 、联系出版社 ，并担任审校（当时我承担另一
专著的主编任务） ，由其他同志编著出版了枟空
气制冷机枠专著 。

自华阴基地大型环境模拟设备研制项目到

目前 ，我承担的科研及工程项目几十项 ，涉及环
境模拟 、环境控制 、生命保障 、热控 、空调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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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长期的科研工作使我认识到 ：搞科研 、干工
程要诚实做事 ，诚信做人 ；要重视实践 ，毛泽东
“实践出真知” ，“实践论”的观点和方法 ，仍然是
正确的 。 “不断求新”永远是我的信条 ，我现在
虽然已年过 ７０ ，还在为争取多承担“十一五”及
“２０２０ 年”前的重点及重大项目而努力 ，范围涉
及航空航天 、兵器 、潜艇 、高原／高速列车等 。 已
形成这样一种心态 ：一听说有新项目 ，就有一种
莫名的兴奋 ，不由得要去想去争取 ，用老伴的
话 ：“就像吃了蜜一样 。”也许正是由此 ，总觉得
自己还年轻 ，有用不完的精力 。 我愿自己还能
健康地为科研及教学工作 ２０ 到 ２５ 年 。

在结束自述之前 ，不能不说说我的老伴 。
她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我们 １９６４ 年结婚 ，她是

贤妻良母式的女人 ，心中装的就是丈夫 、儿女 、
孙子 、外孙女 ，“家”就是她的“全部” 。 年轻时 ，
由于“下厂劳动” 、“干校锻炼” 、“烧暖气锅炉” 、
“文革串联” … … 我很少顾家 ，一儿一女主要是
她抚养长大 。 １９９２ 年退休后 ，１９９３ 年孙子出
生 ，她“全承包”了孙子 ，一直到现在 。 孙子 、外
孙女 、老头成了她服务的主要对象 ，爷孙俩饭来
张口 、衣来伸手 。 此外 ，还“兼任”“老秘” ，管理
我的杂事 。虽然儿女都已有自己的家 ，但我这
个“家”仍然是他（她）们的避风港（如“非典”时）
和根据地（如有病时） 。 没有老伴操持和维护这
个“家” ，就不会有目前的一切 ，这个“家”的一半
以上应该属于我的老伴 。 希望她能够继续努
力 ，再操持 ３０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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