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导体器件专家梁春广
(1939.2.1～2003.5.27} 

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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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春广院士（ 1939-2003) , 1939年2月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城南圣人寨一个

知识分子家庭， 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 195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梅县高级中

学， 考入中山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

1961年大学毕业后， 加入电子部河北半导体研究所。 参加工作40年来， 历任

技术员、课题组长、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科技委主任、电子工

业部科技委委员。 1986年6月至1987年12月作为高级访问学者任德国赫茨通讯研究

所（ HHI)客座研究员， 成功研制
“

分子束外延腰配超晶格调制参杂场效应器

件
”

。 1989年起， 任国家863计划光电子主题第二、三届专家组成员， 第四届专家

组组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半导体学科评审组成员、副组长；光电子学科第七、

第八届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奖信息学科评委；微电子专家组成员、顾问， 纳米／微

米专家组成员、顾问， 北京大学微／纳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995年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7年获电子工业部杰出人才奖， 2001年荣获
“

国家863计

划重要贡献奖
”

， 1997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了
240 

飞可平／扩党的十五大；2002年荣获第九届何梁何利基金奖。

梁春广院士自青年时期起， 立志献身电子科研事业。 在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

中， 无私奉献， 奋力拼搏， 潜心钻研， 严谨治学， 为我国半导体微电子、光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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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振兴和发展， 屡建功勋，硕果累累。

1961年至1964年， 参与研制了错高频台式晶体管， 为国家电台提供了关键器

件；1965年至1970年研制成功了SiMOSFET， 作为主要参加者荣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 自1970年开始， 作为主要负责人研制成功全国第一代GaAsFET， 填补了我国

化合物半导体器件领域的空白， 为国家重点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 于1985年获国

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第一获奖人光荣的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授奖大

会。 在科技领导岗位上， 精心规划和组织了国家
“

八五
”

攻关的一 系列重大课

题， 为我国新型微波和毫米波器件及集成电路的研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

国家863光电子专家组首席专家， 促进了我国光电子技术的发展。

做为博士生导师及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兼职教授， 梁春广院士多年来十分注

重人才培养， 精心培养了多名博士、硕士， 并著作颇丰， 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

集专著，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誉。

梁春广院士参

加国庆50周年天安

门观礼。

梁春广院士出

席党的第十五次全

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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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用浮荣绊此身
”

一一记著名半导体器件专家梁春广

“何用浮荣绊此身
”

一一 记著名半导体器件专家梁

春广浙江大学梁礼忠

梁春广， 1938年12月18日（农历）生于梅县城南圣

人寨进士屋（梁屋）。 圣人寨和洋坑公王形成两个山

峰。？半坑那边有全梅县闻名的瀑布， 是旅游观光胜地，

其名声甚至远播东南亚一带的客家人。 那里还有一座颇

有来历的小型水电站， 是一位物理学名教授的精美佳

作， 容量不大， 影响可不小呢！梁屋门前有小溪， 屋后

有很大的桂花树， 各家还种了不少龙眼、袖子、批把，

再后就是丘陵和大山了， 完全可以说是山清水秀之处。

梁春广在山材的普兴小学念完六年级后， 考入当时由他父亲当校长的广益中

学， 一年后该校并入梅县联合中学。 初中毕业后， 1954年考入梅县高级中学。 由

于他父亲是教数学的， 又对化学和无线电有浓厚兴趣， 也经常教育启发他走科学

之路。 另外由于他的伯父是1932年复旦大学文史哲毕业生，抗战胜利后， 他去香

港谋生， 家里留下很多文学名著。 梁春广的初中阶段阅读了很多这类书籍。 因

在
中
山
大
学
求
学
时
与
同
学
的
合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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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的文理各科成

绩很均衡，没 有偏

科。由于父亲调入大

学任教，他最后下定

决心学习物理，顺理

成章地进入了广州中

山大学物理系。大学

四年 ，虽然受大跃

进、人民公社等政治

运动的影响，但他还

小学毕业 高中毕业
投笔从戎
献身国防

是学到了深入广搏的物理专业知识，特别是对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半导体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想尽办法从香潜买进了国内还没有的半导体晶体管装小收音机，

这对当时只有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装的收音机就有天地之别了。

大学快毕业时，国防部派人到中山大学挑选三个人到新组建的半导体研究所

工作，恰好他也被选中，因此三位同学就来到了地处北京西郊电子城的电子部第

十三研究所，从事所喜欢而且终身未改的科研事业。现在回忆起来，上世纪六十

年代初期的京城西郊电子城是有非常浓厚氛围的
“
硅谷

”
雏形，在世界上也排得

上先进行列。

1963年，由于半导体研究所的发展，专业人员、设备都大大增加，因此，电

子部十三研究所搬到石家庄市。梁春广在十三所工作了整整四十多年。四十多年

中，他勤奋钻研业务，毋须扬鞭自奋蹄。

刚参加工作时，主要是研制错高频晶体管，供通讯电台使用，后来研制硅高 4争

频场效应晶体管。这些项目和其它项目一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领国家奖励科、叨

技界之先河（首次颁发国家级科技奖），梁春广荣膺全国科学大会奖。1969年他叫‘

的课题组研制的硅高频低噪声场效应管水平已经很高，一千兆赫噪声只有三分 ｛元
贝，作为放大和开关已有广泛应用。梁春广从1967年起就关注了当时刚刚在世界 二志
上兴起研究并有很好微波性能的呻化鲸场效应晶体管（GaAsFET），并写出研制方 平
案向总工程师申请由他们课题组全力以赴进行研制。得到批准后，他和他领导的

课题组从此走向艰苦漫长的创业之路，不畏艰难的步步攀登走向成功。 243 
在1970到1985年期间，他和他的同事们研制的项目曾先后获得过四次部级科

飞可平／旷

研成果一等奖、四次二等奖，从而使国内这种器件和应用装置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大量应用于国家的各项重点工程，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军事效益和很大的



二二二��

梁春广院士在工作中。

经济效益。
11 19ss年我国开始设
l 立国家级三大奖项（通

常指国家自然科学奖、
回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

『回科学ι术挂步奖）时，
『梁春广负责的 “ 呻化鲸
l 场效应：晶本管系列 ” 又

荣获目家件技进步 一 等
奖。呆：春卢光荣参加了

－党和国家损导人出席的
人民大会堂授奖大会。

1川soq0：他有幸随团
参观扛问美国的半导体
和微牛子也业。旧金山
硅 谷的繁荣、波士顿
12眨刘备rJ;j旁的企业，无
不显示出高新技术发展
的勃勃生机。对梁春广
的 “ 半导体芯片情结 ”

触动很大。

将 II� 一 改町带来了科

.. , I 
和老一辈科学家在一起。 学的春天，正是 他事业忏 L …问示国家光纤町…展 一 上的机遇 一 叫踵而

元J
来之时。回广州探亲，

－� 闻到了广东这块土地的大变化气息，也曾萌生回归之意，试图通过老同学寻找合
！$ 适的发展机会。但是，在广东他所从事的专业太弱了，发展可能性近期也不明

显。再加上他当时对于发展中国的半导体微电子产业的认识和看法并不被人们所

244 理解和采纳。因此，他仍然固守在研究所，未回广东创业。当然，直到现在世纪
飞可平／旷之交，中国政府以及各省市政府才意识到半导体 “芯片” 的重要性，纷纷出台各

项政策，各地竞相搞 “硅谷” 、 “光谷” 。如果早二十年有这样的发展氛围那该
有多好啊！



为了更好认识世界半导体的发展， 更深入地了解世界半导体发展的规律， 他

有了一次很好的机会， 在研究院任副院长的他的老上级推荐他到德国的研究所工

作。 在德国柏林这所先进的赫兹研究所期间， 他主要从事当时光通信前沿课题，

把光接收机前端的光电子器件和电子器件集成在一个单片上， 叫做单片光电集成

电路（OEIC）。 采用最先进的
“

分子束外延
”

和其他先进设备制作出MSM （）探测

器和超晶格结构场效应器件， 这一成功， 直到现在， 柏林这个研究所仍然保持着

此项目目前世界最高水平。 不能不说梁春广为他们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1988年回国后， 他走上了所里的科技领导岗位， 任副总工程师、科技委主

任， 1990年后任副所长。 1995年当选为第二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要领导和组织

所里的科技发展以及战略规划研究， 为研究所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创建的国家

•1992年在美国参加国际光纤通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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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As重点实验室，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他还担任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1990至2003年间，他担任了国家各部委的专家组工作。他作为国家计委、国

家科技攻关GaAsIC项目总负责人，在全国重点单位实施光通信用GaAsIC和移动

通信用GaAsIC的项目，作为
“

新型电力电子器件和应用装置
”

项目总负责人，实

施了
“

节能灯及其功率器件
”

以及VDMOS. IGBT及开关电源等项目，目前这两

个项目都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节能灯成了我国出口的大宗产品，通信用开

关电源、完全取代了原来的相控电源，提高了性能，减少了体积、重量和功耗，适

应了当前通信的发展并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半导体学科评审（议）组任职时，作为编写组

组长，著有《半导体科学与技术发展战略》一书，他作为
“

微电子专业专家组
”

和
“

微米／纳米专家组
”

成员，主编专著《跨世纪中国微电子》一书，为我国半

导体和微电子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他在国家科委
“

863高技术
”

发展计划

光电子主题专家组十年的任期，为我国光电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个个项

目为国家的光通信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崛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一批光电子研

究基地和产业基地，推动着全国光电子科技和产业的蓬勃发展。因此，他荣获了

高技术计划重要贡献奖。

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梁春广主要致力于两项工作，一项是极力推动
“

半导

体照明灯
”

在国内的发展，他看到了半导体灯即将取代电灯泡和荧光灯，这是一

个国家需要注意的，牵涉人们日常生活的大事，当然也是国民经济中科技发展的

大事。早搞早主动，不然市场会被外国人占去的。为此，他写了不少相关文章呼

吁并且付诸实施。另一个项目是
“

纳米半导体科学技术
”

，这是新世纪最具吸引

物 力的科技项目，是推动下一轮技术革命的突破口和制高点。他和他的学生们，在

. ' 研究所几年如一日地努力在这一领域开拓，目前已小有成就，他们将继续努力，

产
争取脱一领阳时绩阳长叫辑他创阳微纳叫树

元杂志，希望为我国纳米科技出一把力。

－� 
“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荣绊此身。
”

杜甫的诗句可以表述出梁春广四十

导 多年来的科研生活。不管科研环境是艰辛还是莫测；也不管研究结果是成功还是

失败，都是平常心，认真对待，泰然处之。

246 梁春广多年来先后发表了创新性的高水平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重要论著

飞可平／旷《GaAs超高速集成电器》、《半导体科学与技术》、《跨世纪军事微电子》等多

部。

（照片由院士亲属提供）



梁春广院士与家人在广州探望父母兄弟时合影（上世纪八＋年代）。

梁春广院士兄弟六人与父亲在广州l家中合影（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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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导师梁春广院士

梁春广院士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年头了，

笔者师从院士门下近十年， 和导师的感情形

同父子， 对导师的学术水平、 道德水平和导

师水平非常了解， 近闻导师的故乡梅州市为

导师立碑作传， 非常欣慰， 浮想联翩， 特提

笔撰写一文以纪念我的导师。 导师的学术成

果无庸直疑， 在这里我仅仅怀念导师的一些

在和我们弟子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凤

我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度过了5年寒

窗之后， 当时考虑离家比较近， 选择位于河

北石家庄市的原电子工业部第十三研究所攻

读硕士学位， 于1991年8月开始师从梁春广

院士（当时他还不是院士， 职称是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 此前我在河北正定中学和清华

大学学的外语是日语， 英语水平很差， 而科

技文献基本上为英语， 我便找到几篇经典的

顶级期刊文章， 到图书馆借来一部大号英汉字典， 一字一句开始译读。 经过三个

月的努力， 自己终于可以看懂英文科技文章， 渐渐开始进入科研工作角色， 导师

非常高兴， 逐渐把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记忆最深的是他1997年担任国家科

技部863-307主题首席科学家（此时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时候， 一边是研究

所繁重的管理工作， 一边是国家863计划的实施开展， 而他却没有配备一个秘书，

我在此时主动请缚， 帮助导师整理全国各个课题纽送来的科技进展报告， 把零散

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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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汇报整理成一个主题上报科技部， 经常干到凌晨2点左右， 通常一个汇报要多次

248 易稿才能成型。 虽然非常辛苦， 但是导师的严格要求标准却没有降低， 科技报告
飞叭，v 平/iY

的实事求是是最最基本的要求， 基于导师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无论是研究所

的科研人员还是科技部的领导干部都对导师大加赞扬， 导师也多次荣获国家和电

子工业部的科技奖励和个人荣誉。



二、 求贤若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研究所聚集了大批名牌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由

于研究所仅仅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 而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因此很多想要攻读

博士学位的有志学子纷纷辞职， 造成一 些影响， 而所里采取拖住档案不放的做

法， 引起了更多的不满。 作为主管教育的所长， 为了留住这些高端人才， 我的导

师想了很多办法， 终于找到了一 条和名牌大学联合培养的模式， 这种模式切实可

行， 走的是产学研结合的道路， 充分发挥了高等学校教育优势和研究所科研的特

长， 既可以提高高校的科研能力， 又可以让研究所的高端人才得到更好的培养教

育。 1998年， 我的导师受聘担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开创了第十三研究所和高校

合作的先河， 到目前为止， 和清华大学、 吉林大学、 东南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高校联合培养了多名博士， 大部分留在了所里工作， 有些还担任了领导职

务。 在我的导师的支持下， 还有一批高端人才在工作合同期满后留学海外（主要

分布在瑞典、 日本、 新加坡和德国）， 其中有两名弟子归国后在高校担任教授职

务（厦门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一名在深圳大学担任教授职务。

三、 形罔父子的师生情怀

梁春广院士一生所带弟子不过十几个， 包括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这和

原电子工业部的科研性质有关， 虽然拥有硕士授予权限， 但是名额比较少。 梁春

广院士和学生在工作上是上下级关系， 在学习上师生关系， 在生活上是父子关

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 石家庄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贫， 硕士研究生一 个月50多

元， 导师就经常在家中举办宴会邀请弟子以及家属前往改善伙食， 因此弟子们都

盼望周末的到来， 一是可以休息 一下， 二就是又有可能改善生活了。 由于导师学

术造诣很深， 为人正直， 品行高尚， 于1995年当选为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他的弟子们均以他为人生的榜样、 道德的楷模。 梁春广院士的弟子们在追求学术

和事业的道路上是非常勤奋的， 也因此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有的弟子想攻读

博士， 导师就帮助联系学校， 申请课题经费用以资助其完成学业；有的弟子想调

入高校从事教育工作， 导师就积极帮助协调所里的工作。 在所有弟子中， 我的身

体状况是最差的， 因此在生活上得到了师母陈锡君老师的偏爱， 经常会引得其他

弟子不满意。 1996年， 我在所里工作期满后， 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由高藻新教授和梁春广院士联合培养， 当时的科研经费很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大约在5万元左右（2011年已经接近80万）， 博士研究生的津贴仅仅每月400元左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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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生活比较拮据， 梁春广院士一 边和清华大学的导师积极沟通， 一 边为我安排

助教助研工作， 为我顺利完成学业做好了铺垫。 总之， 梁春广院士对待弟子如同

自己的孩子， 而弟子们也把自己的导师当作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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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罔疾病斗争的乐观精神
1997年， 我的师母陈锡君老师和

癌症斗争了 十几年后不幸仙逝， 梁春
1广院士悲痛万分， 几个月以后也得知

身患绝症， 在解放军301医院高干病
房住院治疗。 当时我在清华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 便在每周六日探视时间前
去陪伴导师， 虽然癌症化疗 和放疗非
常痛苦， 但是导师的思想还是十分乐

i观的， 每天非常有规律地阅读科技最
新进 展。 记 得当 时微机电系统
(MEMS）则刚兴起， 梁春广院士便从
国外托人购买 一本原版英文著作， 每
天阅读几页， 并在书旁认真标注， 当

川我翻开这本英文原著时， 发现书上每
一 页都密密麻麻地标注了心得体会，

梁春广院士塑像矗立在梅江区联合中学 我望着重病中的导师， 被他同疾病斗
校圄内的院士广场。 由汪欢成院士题字。 争的乐观精神深深感动了。 导师虽然

住院， 但是国家部委以及研究所的领
导同事经常来看望他， 请示工作、 交流科研进展， 记得有几次国家科技部主办国
家微电子光电子发展论坛， 他还抱病参加， 为国家微电子光电子的发展献计献
策， 制定发展纲要。 导师前后和疾病斗争了5年多， 2003年终于不支倒下。 他的
家乡广东梅州的人民没有忘记他， 为他树碑立传， 作为弟子为家乡的亲情所感
动，提笔回忆导师的点点滴滴， 以激励后人。

梁春广院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 2011年10月于华东师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