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建所前后的回忆

杨华铮

鉴于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粮食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

位 ， 1956年杨校长受周总理委托从事农药研究。 同时，国际上有机

磷在农药中的应用已有很好的效果。 何炳林和陈茹玉教授在 1956

年受杨老的邀请回国工作，他们从美国回国前己做好开展农药研究

的工作。 做毕业论文时，许多同学的论文选题就是有关农药的创制

研究。 有机磷、氟、硅、哪等杂原子有机化学的研究刚开始，杨老就

邀请苏联研究有机磷、氟、硅的专家(如玛斯特留科娃、马尔丁诺夫

等)前来讲课，为今后从事杂原子有机化学教学与研究奠定了较好

的学科基础。 同时，吸引了其他高校的多位老师前来参加学习，如

华中师大的张景龄、武汉大学的卓仁禧等。 他们都成为我们后来开

展工作中积极的支持者。

当时系里对教授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视为每位教授都配有研究

助于。 有机磷杀虫剂是当时最新推出的最优秀的杀虫剂品种，在农

业生产中将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尚未开展研究。 1958年"大跃

进"时期，杨老组织一些教授开展了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我们一

批年轻人也从各自导师的实验室出来，集合在当时的第一教学楼二



楼，开展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 题目来自于与苏联的合作项目一一

从事合成E-059 的类似物(0 ， 0-二乙基-S-(2- 乙硫基乙基)硫代磷

酸酶)、甲硫基乙基衍生物的研究O 年轻人(包括李正名、王琴蒜、

李毓桂、车镜影、陈其杰、潘家杏、杨华铮等)的积极性很高，每天的

工作时间高达十多小时，许多人也因为对中间体的剧毒性认识不足

而中毒(实际是芥子气的衍生物)，皮肤上长了许多好像烫伤的大水

泡。 这就是元素所有机磷研究室的雏形。

1958年，杨老随毛主席访问苏联，与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

研究所达成合作协议，回国后中国决定建立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

同年正值"大跃进"年代，中国华北科学分院成立，在其旗下建立

了华北分院的元素有机研究所，并建成现在的元素有机化学所的大

楼，研究人员以一批退伍军人和大学二年级学生为主体，依托于化

学系的技术力量，当时成立了农药、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硅、有机

棚等研究室，室主任分别是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周秀中和高振

衡教授，我们一批年轻人也就成了当时华北所的兼职研究人员，其

实该所与学校在行政上是分立的单位，没有直接关系 。 不久该所在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取消。 之后在杨老的积极争取下，在与中科院的

竞争中， 1962年国家终于批准在南开建立了第一个研究所一一元素

有机化学研究所。

建所初期，所长是杨石先(兼)，副所长是陈天池，办公室主任是

王柏灵，干部有陈文华、顾雅佩。 当时建有七个研究室:第一室农

药室(主任陈茹玉)、第二室有机磷室(主任陈天池(兼))、第三室有机

氟室(主任王积涛)、第四室有机硅室(主任周秀中)、第五室有机棚室

(主任高振衡)、第六室分析室(主任余仲建)、第七室剂型室(主任何炳

林) 。 科研工作人员主要是来自当年的大学毕业生，分别有来自南



开大学的邵瑞链、么恩云、刘天麟、刘以寅、张僧佑、李广仁、陈金龙

等，武汉大学的曾强、唐除痴、贺水济、李复信，北京大学的王惠林、

方仁慈、黄润秋、王真等，还有一批来自化学系的兼职教师:李正名、

陈其杰、李毓桂(1965 年去兰州大学，"文革"后调回)、杨华铮、王

琴蒜、刘燕华、霍宝英、黄熙亮，及来自生物系的兼职教师尚稚珍、

孙菊英等。 1963 年继续吸收了许多应届大学毕业生，如刘准、刘纶

祖、李树正、高如瑜、李国炜、山之芳等，华北所转来彭永冰、陈寿

山、王玲秀等，以及回国留学生谢庆兰、金桂玉、邱孝培，还吸收了

许多中专有关专业的毕业生，如孙锡治、杨金来、杨秀风等，他们

都成为元素所以后研究工作中的骨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

的所址就是第一教学楼，直到 1964年才向华北分院争取到现在元

素所大楼的二分之一。 1965 年后华北分院取消，我们元素所拥有

了整座大楼。

元素所成立后，秉承杨老的"发展学科，繁荣经济"的建所宗旨，

科研任务与国家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而在研究工作实施上则是采用

比较节约的"小配套，大协作"的策略，即是基本的研究条件我们自

己要逐渐具备，但也要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加强与兄弟单

位的合作，形成优势互补，才能最大化地取得成果。 "除草剂一号"

是 1957年开始研制的自行创制的新品种，是当时重点研究课题。 自

元素所成立后，经化合物的活性筛选，小试合成路线的选择，化学分

析方法的建立(当时分析仪器很少，只能采用化学分析法来分别测出

产品和杂质的含量)工业化放大直到在天津农药实验厂中试生产，

在湖南、湖北、山东、河北、京津地区的大面积田间应用试验。 这些

工作对于年轻的元素所来说，是属于开创性的探索，任何一个过程

都是第一次尝试。 虽然获得了成功，并获得了国家新产品发明二等



奖的荣誉，只可惜"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一新产品也终究夭折O

当时所里同时研制的"灭锈一号

很好的效果O 此项成果与二室研制的磷 32 、 磷47 ，也分别获得国家

新产品发明奖。 这是元素所成立后获得的一次重要奖项。

1966年正值国家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国家急需高效除草

剂防治西北地区的野燕麦该杂草与小麦同属在西北地区危害严

重，使小麦减产 30 0/0 - 50% 。 一般野燕麦均长在西北的高寒地区，

野燕麦与小麦、青裸等很难分辨，只能靠农妇跪在地里人工拔除，长

年累积下来，她们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伤害患了严重的妇女病、关节

炎病。 元素所与沈阳化工研究院接受了国家的任务，为了尽快取得

成果，两单位的研究人员决定发挥各自的特长，合作完成任务。 元

素所负责寻找合适品种并进行小试研究及室内试验，化工研究院则

在元素所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工艺设备及流程的研究，最终在不到

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燕麦敌一号及二号的研究，并在西北地区完

成建厂和生产。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大协作精神，值得称赞，这不

仅表现在所里不同的研究组的协作，更是跨单位的协作，才能充分

发挥各自的特长，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的是 ，

元素所负责生物活性测定的同志他们在此项任务中发挥了卓越的

艰苦奋斗精神，不仅生活条件极端困难，同当地农民同吃同住，还要

克服高原反应，才能完成田间应用的研究和推广任务。 特别是女同

志孙菊英、杨秀风、程慕如等，更要遵守当地的风俗，吃饭不能与男

性同桌，只能在厨房里吃的习俗，但是她们都勇敢地坚持下来，很好

地完成了生物活性验证和新药的推广工作。 此项工作得到当地党

委的充分肯定，认为是知识分子服务于工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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