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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魏寿昆教授

本刊记者

魏寿昆，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九三学社中央顾问，著名的冶金学家、工程

教育家，我国冶金物理化学的奠基人和中国金属学会创建人之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任国家

一级教授。他在冶金热力学理论及其应用中获得多项重大成果。他首次提出“转化温度”概念及运

用活度理论，为红土矿脱铬、金川矿提镍、包头矿提铌、攀枝花钒钛磁铁矿提钒、华南铁矿脱砷、贫

锰矿脱磷等多反应中金属的提取和分离工艺，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国内率先开拓固体电池直接快

速定氧技术。他从教70载，培养了大批冶金与冶金物理化学专业人才。

勤蝥学习i赧散祖凰“

1907年9月，魏寿昆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商人

家庭。他的少年时代是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

代。他从小发奋读书，立志做一名科学家。1923年

夏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洋大学，1929年毕业

获矿冶工程系工学士学位。1930年秋考取了天津

市公费留学，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攻读材料工艺

科学系化学专业。1932年转学德累斯顿工科大学

化学系，先后完成了特许工程师论文与工学博士

论文，1935年夏获工学博士学位。为了实现为祖国

矿冶事业献身的志愿，1935年他自费进入德国亚

琛工科大学冶金系进修，主修冶金专业。1936年魏

寿昆怀着一身才学和满腔报效祖国的热情，回归

满目疮痍的祖国。来到天津，在北洋工学院矿冶系

任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辗转各地，在抗

日后方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奋战在教育工作岗位

上，直到1942年到了重庆，生活才安定下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天津，在他的母校

北洋大学冶金系任教。1948年末，天津战役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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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命令北洋大学南迁，一批知名教授

包括魏寿昆在内均在计划南迁名单之中，而魏寿

昆对国民党政治腐败已有深刻认识，决定按照共

产党天津地下组织的安排，全家留在天津，迎接解

放。

1949年至1952年，他先后担任北洋大学工学

院院长、天津大学副教务长等职。1952年高等院校

进行院系调整，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唐山交通

大学、华北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和山西大学等

校有关矿冶系合并，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魏寿昆

被任命为第一任教务长。从1979年至1983年担

任该学院图书馆馆长，同时任该学院副院长。现任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一级教授，经国

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1980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

潜i《研巍i颈幕爨鬃

上世纪50年代初，魏寿昆系统地开展热力学

中有关活度理论的研究。他从理论上论证了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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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两种标准，并用活度理论对人们最关心的

冶金反应进行计算，阐明这些冶金反应的热力学

本质。他把研究成果编写成教材，为青年教师、工

厂的工程师、大学生讲课。他相信，他们只要掌握

活度理论，就可利用它控制冶金反应过程，生产出

各种急需的钢铁。同时，他又把大量实践成果吸收

到教材中，不断更新和丰富了教学内容。他应用活

度理论和炉渣离子理论归纳出适用于高炉铁水脱

硫公式，至今仍被国内外冶金专家，。‘为应用。

1956年，魏寿昆发表了《活度的两种标准与热

力学势》。1964年他的专著《活度在冶金物理化学

中的应用》出版，这本书凝聚着他苦心研究的成

果，奠定了魏寿昆在我国冶金物理化学领域创始

人之一的地位。从此，活度理论也从教科书中的抽

象概念变成冶金工作者认识和利用冶金反应本质

的实用工具。

60年代至70年代间，魏寿昆研究了选择性氧

化热力学理论。他多次著文指出，当有许多氧化物

同时被还原或许多元素同时被氧化时，则存在着

还原、氧化顺序的问题。1973年，他首次提出“氧化

物转化温度”概念。以这个理论指导并探索了平

炉、底吹转炉及顶吹转炉等不同炼钢方法中的元

素氧化的顺序与条件，特别是对共生矿的冶炼工

艺给予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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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选择性氧化理论的同时，魏寿昆于70

年代，在国内率先开拓固体电解质电池直接快速

定氧技术的研究，该技术于1974年曾被誉为当时

国际钢铁冶金三大发明之一。利用它可快速而又

准确地直接测定出钢液中的氧活度，这是控制钢

液脱氧、提高钢质量的关键性手段。该技术通过了

冶金部部级鉴定。魏寿昆搜集和阅读了当时的大

量文献，编印汇集多种资料，在国内各有关学术会

议和单位广泛宣传介绍。在一次教研室会上，他大

力倡导开展“固体电解质电池直接快速定氧技术”

的研究。他说：“这种技术被称为当前钢铁冶金三

大发明之一。现在我们着手研究为时不晚，可以和

国外同步进行。’他把经过整理的多种有关资料交

给教研室。在他的倡导下，教研室成立了研究组，

20世纪80年代又将研究组扩展为学校重点研究

室，取得多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在他的倡

导下，国内钢铁界也纷纷设立研究机构。经过几年

努力，我国固体电解质电池直接快速定氧技术已

达到国际水平。

魏寿昆一向重视国内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

我国华南铁矿含砷，在高炉冶炼过程中，铁矿中的

砷进入生铁。当时还无任何方法将砷除去，而砷在

钢中害多利少，脱砷研究急需进行。为此，魏寿昆

采用还原脱砷原理对铁水用CaCz-CaF。渣系进行

预处理，得到满意的脱砷效果。并对该钢水施以二

次精炼，在氩气保护下采用喂入钙丝的方法，使钢

水中的砷可脱至双零水平。魏寿昆与朱元凯、董元

篪、彭强又研究了砷在铁液内的热力学行为，测定

了某些砷的活度相互作用系数，并测出脱砷产物

ca业s：的生成自由能。这些均属热力学计算中很有

用处的数据，并且是国外文献未见报道的资料。脱

砷研究获1993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0年他的专著《冶金过程热力学》出版，这

本融入他大半生心血的经典之著刚刚发行，立刻

好评如潮。日本著名冶金学家后藤和弘称赞道：

“魏教授著的《冶金过程热力学》是迄今为止世界

上最好的一部冶金热力学著作。”

1988年以来，耄耋之年的魏寿昆教授致力于

我国钢铁发展战略研究。他带领有关专家走遍全

国各大钢厂，就我国钢铁近期、中远期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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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央提出建议，受到高度重视，也使我国钢铁冶

金工业得以健康发展。

教书篝久j桃李荚下

魏寿昆从事教育工作已达70余年，教龄之

长，恒心之坚，树人之丰，堪称中国冶金教育史乃

至中国教育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他讲授过“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

学”、“普通冶金学”、“钢铁冶金学”、“有色冶金

学”、“选矿学”、“金相学”、“钢铁热处理”、“冶金计

算”、“专业炼钢学”、“冶炼厂设计”、“冶金物理化

学”、“活度理论”等27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为我

国培养了四五代冶金科技人才。在这些学生中有

出类拔萃的两院院士，有著名的科学家和教授，有

身居要职的政府官员，有名声显赫的企业家。他的

大多数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勤奋地工作在学校、工

厂和矿山上。

魏寿昆治学严谨，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树立正

确的志向。他讲课内容求新求变，不拘泥于权威和

观点。在北洋大学的校志里有着这样的记载：“矿

冶系魏寿昆主任，他在课堂教学，条理之清晰，逻

辑之严密，科学论证、分析之透彻，深为师生折服

与钦佩。”

1952年高等

院校进行院系调

整新组建了北京

钢铁学院，魏寿昆

受命担任教务长、

一级教授。建校初

期，教师严重缺

乏，水平不高。魏

寿昆亲登讲堂，所

讲的每门课，都吸

收国内外最新科

研成果，常讲常

新，生动而实用，

深受学生们的喜

爱和青年教师的

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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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寿昆经常告诉他的学生，提出新的观点、新

的理论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终点，更重要的是把它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指导生产，接受检验，使它不

断丰富和完善。

他十分重视研究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

培养。当发现研究生的缺点时，他总是循循善诱，

绝不摆冷面孔，让学生在平等自由的气氛中明白

自己错在哪里。一次，有个研究生把曲线中一个

“不理想”的点自行删去，使曲线更加符合“规律”。

魏寿昆在审读时发现后立即补上这个点，同时经

过重新计算、绘图，最后得到更为精确的实验结

果。事后，他让这位学生对比两人的计算结果，这

位学生自知做错了事，诚心地道歉。魏寿昆勉励

说：“科研工作贵在诚实、严谨，要一丝不苟，来不

得半点虚假。”

1984年以来，魏寿昆相继获得了北京钢铁学

院授予的“教师工作50年荣誉证书”，中国地质学

会授予的“地质工作50年荣誉证书”，中国科学院

授予的“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状”，中国金属学会

授予的“荣誉会员”，1985年曰本铁钢协会授予的

“荣誉会员”及国家教委授予的“老骥伏枥金奖章”

等多种殊荣。

(图片：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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