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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9月我从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调到南开大学元素有机

化学研究所，刚报到就投入了建所的准备工作在陈天池教授的领

导下配合王柏灵同志做一些具体工作。

元素所于 1962年 10月份建立为什么建这个所以及建所的某

些条件在李正名、金桂玉和杨华铮等同志所写的文章中已有叙述。

我这儿只想将 1962年建所至 1978年完全恢复科研工作及随后至我

退休(1997年)所经历过的部分我了解和做过的往事，凭我的记忆写

出来，让元素所的同志们有所了解，尤其让后来在元素所工作的同

志了解元素所建立以来走过的艰苦历程。

经过杨老勇往直前、奋斗不息才建立起元素所。 元素所是当时

中国高校中仅有的两个研究所之一(另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原子能研

究所)，而且是中苏友好条约中援助建设项目之一。 因而国家科委和

高教部在建立元素所上下了大功夫，投入了大量的经费购买大型仪

器设备。 早在建所前杨石先校长、陈天池教授就在化学系有机教研

室搭建起元素有机所的各个研究室的雏形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

这些研究室的学术带头人及科研骨干就成为元素所的基本队伍。



1962年 10月元素所一宣布成立，人才、设备、资金就能配套到位，及

时开展工作。 1963 年第一台核磁共振光谱仪到所(这是当时天津市

唯一的一台)，红外光谱仪，紫外光谱仪等都陆续地送到元素所大楼，

当时这些珍贵的仪器在国内是很稀有的。 为了尽快保证科研工作

的开展，以元素所党支部为核心的领导小组专门研究指派专人负责

这些仪器的管理和使用。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核磁共振光谱仪，需要

选择认真、 细心 、 又有工作能力的同志专人负责。 该同志甚至于需

要改行去掌握这些重要设备，所领导最终选择了李国讳同志来管理

核磁共振光谱仪。 李国王若同志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考上王积涛

教授的研究生， 1963 年毕业后留元素所工作。 他服从元素所领导的

安排， 一直在60兆核磁共振光谱仪上干到退休，他毫无怨言地认真

完成了全所测定工作的任务。

与此同时国家教委和学校领导又在科研业务人员配备上给予

了大力的支持，给了相当的名额，充实了研究室的工作。 刚建所时

就分配来一批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毕业的 1962届大学生 ，

之后又招进一批 1963 届、 1964届、 1965 届、 1966届等的大学毕业生。

教委还调入几位从国外毕业回国的高学历人才，这些同志都成了元

素所在科研工作中的骨干他们大都晋升为博导和教授，成为各研

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 所里还先后招进了一批中专和高中毕业生，

后来 1971 年所里自己又培养了一批技工班学生。 这些同志的到来，

既加快了元素所研究工作的进展速度，又活跃了元素所的文化生

活。 其中不少同志还是学校运动会、联欢会的主力 。 当时元素所同

志间和睦相处，助人为乐的气氛很浓，大家都为在元素所工作感到

自豪，所以干劲十足，兢兢业业，真有一番要为我国农药的创新干出

-番事业的决心。



杨老向党中央领导表示，计划在南开大学建立两个研究所(一个

是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另一个是(有机)农药研究所)，人员增至 300

人，所以一直在向这个方向拼搏努力 。 但由于 1966年"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元素所一直未能达到这个人数，这两个研究所的愿望当然

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杨校长和李正名院士等的不断努力下，南开先

后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农药工程研究中心，

才实现了杨老的愿望。

正当元素所一切安排逐渐就绪大家都憋着一股劲蓬勃开展科

研工作的时候， 1964年初学校接受了天津市派遣人员参加宝抵县的

"四清"任务，元素所是科研单位，当时没有教学工作，于是前往农

村参加了 40天的劳动锻炼和"四清"运动的政策宣传，完成任务后

回到元素所。 1965年 9月元素所又去河北沧县史楼公社协助当地的

工作组开展"四清"，一下去就是9个月，全所同志分别被分配到各

个村，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参加"四清"运动。 全所同志们表现

出吃苦耐劳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当地公社和学校领导

的表扬。

1966年 6月，"四清"结束，同志们都以急切的心情希望回校开

展科研工作。 没想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回到学校见

到的却是满园的大字报，学校的教学行政秩序很快就乱了起来，元

素所的科研工作实在无法进行。 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南开大学。 因为杨老是全国知名的

化学家，对国家是有很大贡献的，在学校批斗大会上让杨老坐在主

席台旁听批斗，陈天池在台下接受教育。 陈天池同志人品高尚，从

来就没经受过这种委屈和打击。 遗憾的是他最后含冤去世。

陈天池同志是天津市劳模，南开大学党委委员，杨老最得力的



助手。 他为人正直，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是一位又红又专的科

学家。 他关心周围的同志和学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为工作的

需要他先后在系里多次服从调动，工作都干得很出色。 在元素所期

间他很辛苦，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出去开会。 从国外开会回来向全所

同志们做学术报告，启发大家要为国家奋发图强，要做国家的栋梁。

对我们的教育很深刻，真可惜这么年富力强(50岁)的领导和专家竟

离开了大家。 我们真舍不得，至今还非常怀念他，终生难忘。

紧接着 1969年元素所又被当作先遣队被派遣去河北省顺平县

腰山镇过三关(户口关、生活关、劳动关) 。 因为元素所人员年轻，在

学校各方面又显眼，让元素所的人先去腰山站住脚。 在工宣队的督

促下全体元素所的人员去了腰山 。 1970年元素所同志们去腰山一

年多后刚撤回来又有一些同志被派遣去"后河峪"五七干校劳动

锻炼，一去就是半年。 当时以"四人帮"为首的干部认为知识分子

是 "臭老九"，都是应被劳动改造的对象。

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恢复职务他提出要抓科研，抓生产。

于是元素所才有机会开始搞点科研，根据国家科委的指示 1974年以

元素所为主谈单位或主要成员，先后多次派部分同志去北京参加技

术座谈，和外商交流农药品种，了解国外农药生产的行情，探讨农药

研究的技术，对我们的农药研究和生产有很大的启发。 这时期我们

也接受了几届化学系工农兵大学生毕业论文的任务，科研工作又有

了生机。

但 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邓小平同志 1976年初被撤

职，元素所又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险。 学校革委会派了五人小组进

驻元素所，要取消元素所，将其合并到化学系，尤其看中了元素所的

农药中试车间。当时的化学系负责人己将元素所的图章没收，停止



对外使用，就等宣布撤销元素所的指令。 工作组找元素所党支部核

心领导小组成员谈话(集体和个人的均有)，又找元素所工作人员谈

话做思想工作。 可元素所领导成员和同志们一致反对这种做法，抗

拒撤销元素所。 这样，元素所才得以勉强保留下来。 时隔不久又遇

1976年 7月唐山大地震及其余震，对天津市威胁挺大，元素所大楼

的结构也受到一定的影响，需要进行维修，有的同志离津避难，科研

工作又面临中断。

总之，在"文革"期间元素所经历了种种磨难，当时学校革委会

前后两次决定要撤销元素所，只是在杨校长和所里全体教职工全力

反对、抵制和申诉下才得以保留 。 元素所 1962年 10月成立， 1963年

逐步开展研究工作，至 1976年"文革"结束十四年中真正开展研究

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断断续续六年时间在这十四年里我

们一直在为元素所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其道路是何其艰难。

直到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从此以后元素所

才真正走上科学研究的正轨道路。

1977年 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杨老

是被邀参加座谈会年龄最大的科学家。 据说杨老从天津动身去北京

的那天，正下着大雨，街面上大量积水，汽车无法通过，这样的重要

会议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无奈之下联系了一辆工程车，此车车轮

巨大，底盘很高，此时已 80多岁高龄的杨老乘坐工程车，冒雨前往

天津站赶往北京参加会议。邓小平同志在 1978年3月 18 日召开的"全

国科学大会"上做了极为重要的讲话，特别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有了

党中央这些指示，我们更有了努力的方向元素所的科研和教学工

作才又蓬蓬勃勃地走上正轨，当年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1 年



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从此元素所踏入了迅速成长、发展的正常轨

道。 为了尽快提高元素所的科研水平中央还特批杨老从全国各地

调入一批学有专长的同志到元素所工作，同时元素所又派了一些同

志先后去国外进修。

元素所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合成人员下厂是常事。 生物测试人

员下乡亲自做实验，剂型加工的同志亲自下车间干活，分析测试同

志也下厂参加中试培训11 0 元素所同志们为农业的发展鼓足干劲，文

章不断增加，农药品种被生产使用也增多，得奖的项目数量加大。

仪器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如 90兆、 300兆、 600兆核磁共振光谱仪，四

园单晶x射线衍射仪，核磁共振仪，色质联用仪， 自 动电磁搅拌器，

高水平的电动旋转蒸发仪等。 为了开发创新农药还引入了计算机

辅助分子设计系统，这些都给科研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帮助，给元素

所带来了春天的气象。

这些年来元素所招收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生，也承担了化学系

多届本科生来所做毕业论文的任务。 研究生的课程由元素所的老师

自 己讲授。 有的博士和硕士生出国深造他们已经成为国内该领域

的骨干，有的已升教授、 总工。 青年人的成长说明元素所后继有人，

作为元素所的老同志真感到欣慰，深深感到当时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该做的已经做了，而且是应该这样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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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1936 年 11 月 20 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

1 95 1-1 954年四川乐山一中高中学习

1 958年 9 月大学毕业于南开大学化学系有机化

学专业

1958年 10月至 1962年 10月河北省科学院原子

能所工作

1 962 年 10月调进南开大学元素所工作

1 989年元素所党总支副书记

1 996年晋升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