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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船舶工业的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者，潘镜芙院士是中国船舶工业的宝贵财富，其生平奋斗故
事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和影响作用。因此，记录和传播老一辈优秀船舶人的故事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
具备重大的时代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该文从回忆和记录潘镜芙院士与“船”结缘的一生出发，梳理总结了潘镜芙与“船”情缘的萌芽——儿
时逃难的工具和安明的栖所；将船作为学习的方向——青年时期进入船舶电气设计建造专业学习并进行
实船学习训练；将“船”作为奋斗的战场——进入舰船研究设计院所并主持相关舰艇设计；将“船”作为教
育育人的阵地——深入科研、生产、试验第一线，带领舰船后备人才迅速成长。在落笔之前，作者查阅
了大量的相关书籍和报道，并结合既往关于潘镜芙院士的采访报道，对其生平进行梳理，按照时间发展
顺序，截取其中典型时期和典型事件，记录潘镜芙院士波澜壮阔的一生，反映其作为船舶人精神闪烁的
不同横截面。

本文首发于《中国船舶报》并在“中国船舶”官方微信推送。借助新媒体的内容呈现优势，进行模块
化精编，并补充了既往潘镜芙院士的视频采访，使文章呈现更加丰满，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对于弘
扬科学家精神，传承军工精神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社会效果社会效果

本文通过对潘镜芙院士与“船”紧密结合的一生进行回顾，重点讲述了其与“船”相关的重大转折期和
其在行业进步和行业教育方面的故事，激励了当代年轻人赓续老一辈船舶人的优良品格，在船舶行业引
发了热切的反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该篇报道一经刊发，收到良好的社
会反响，掀起了船舶行业学习热情，进一步激发了向老一辈优秀舰船科学家学习的精神，激励船舶行业
矢志前行的蓬勃朝气。

初评评语初评评语
（推荐理由）（推荐理由）

记录和传播老一辈军工科学家的故事对于赓续红色血脉、传播科学家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船
舶行业老一辈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潘镜芙为我国船舶工业的发展和海防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其故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先进性和时代性。该报道以时间为线索，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选取
典型事件，将潘镜芙为国奋斗、为党育才的一生娓娓道来。文章逻辑清晰、结构合理、细节丰满、情感
充沛，老一辈科学家勤劳朴实、无私奉献的形象跃然纸上，对于记录历史、传承精神、激励青年人才方
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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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深切缅怀潘镜芙院士——碧波逐梦行 铸剑卫海疆

“心明如镜、察微自省、一生平安。”这是外祖父庄幼先为潘镜芙取名之意。诚然，

他的一生都谨记于此，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纯洁高尚的理想信念，践行着一位学者对知识

持续的好奇和探索，也践行着一名军工科研工作者对党和祖国的忠诚与担当。

“船”，是逃难的工具，也是安命的栖所

潘家的祖上在湖州，先祖是在明朝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的世界级河工专家、明

朝大水利学家潘季驯（1521~1595 年）。这大概也冥冥之中注定了潘镜芙一生与水结缘。

1930 年 1 月 26 日，潘镜芙出生于浙江湖州。1935 年秋，由于潘镜芙聪明伶俐、品行

端方，同时得益于母亲良好的启蒙教育，年仅 5 岁的他便在父母亲的支持下进入南浔中学

附属小学读书，开始了他读书求学的历程。

1937 年，就在潘镜芙准备上小学三年级时，“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了。原

本是一片湖光水色的南浔镇，被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熊熊大火，几天不熄。7 岁的潘镜芙随

着家人在惊恐万分的情况下，乘着一叶小船，从一个村庄躲避到另一个村庄。“船”成了

潘镜芙家那段艰难时日里逃难避祸的工具，也成了那时藏身安命的栖所。童年的苦难令他

终生难忘，“有船才能生存”的信念也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

炮火连绵的年代，在乡下东躲西藏终归不是办法。1938 年 5 月，潘镜芙全家又乘上了

一艘木船，从水路前往上海去投奔亲戚，指望能够在上海找到一条生路。



当时的黄浦江上，常年聚集着大量的小舢板、蒸汽船、机动船和大轮船，成百上千艘

船只在黄浦江上起起伏伏。潘镜芙和家人乘坐的木船在江边慢慢划过，一艘艘日本军舰和

大大小小的外国巨轮神气十足，连绵不断地停泊在黄浦江中间，辉煌的灯火映衬在水面不

断变化的涟漪中，是那样光怪陆离。然而，在自己国家的江中却始终连一艘中国军舰也看

不到，这给孩提时的潘镜芙以强烈的刺激。

就在此时，父亲咬着牙说了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话：“这么多的军舰和巨轮，就没有

一艘是我们中国的。看到了吧，那就是小鬼子的军舰，就是它毁了咱们的家呀，儿子，将

来你有种也去造军舰，为中国老百姓争口气!”

家破、逃难、小船、日寇、军舰。

……

这残破的画面在一个儿童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看到外国军舰在黄浦江

上肆意横行，潘镜芙内心受到深深触动，从此便立下了读书造舰的志向。

“船”，是时代的选择，也是毕生的追求

年幼逃难时就梦想将来为国家造军舰、造大船，读了高中后潘镜芙认识到，这个梦想

的本质就是科技强国。因此，潘镜芙在报考大学时，就怀着对科学技术专业的满腔热忱。

19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美资

本主义国家发生，人类进入“电气时代”。20 世纪初，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达到电气

时代的顶峰，此时国门洞开不久的中国恰好处于欣赏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兴奋之中，直接

刺激着一大批有志中国青年投身到科技强国、科技救国的洪流之中。当时，电力与电器技

术最为热门，被称为“制造光明与动力”的学科，发展前途、就业前景都非常好。潘镜芙

深受鼓舞，有志于这类热门的技术与学科。

1948 年 9 月，潘镜芙以拿到浙江大学奖学金的优异成绩成功入读浙江大学电机系。对

于在浙江大学四年的知识学习，潘镜芙后来总结了一句极为重要的体会：“为学当似金字

塔，既要博大又要高。”潘镜芙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学习，要像建筑金字

塔一样，打下宽厚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再逐渐选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向高处和尖端发展。

这句座右铭也贯穿了潘镜芙求学和科研的一生，并成为他人生治学目标的最好诠释。直至

晚年，潘镜芙依然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旺盛的探索欲。

丰富而紧张的四年学习转瞬即逝，1952 年夏末，潘镜芙完成大学学业，9 月被分配到

华东电工局工作。分配方案公布不久，身为班级团支部书记的潘镜芙便被指定为负责人，

带领十余名同学自杭州启程去上海报到，投身百废待兴的祖国建设事业中。

1953 年 3 月，根据当时基本建设大规模展开的需要，华东电器设计处和机械设计处合

并成立了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潘镜芙和一批技术人员一起，主要开展上海电机厂的基本

建设设计项目，随即受任为电器专业科的电机组组长，负责汽轮发电机车间的设计。这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华东地区重中之重的项目。潘镜芙参加设计的上海电机厂汽轮



发电机车间依照设计图纸建成以后迅速投产，所生产出来的 6000 千瓦汽轮发电机是新中国

第一台汽轮发电机，大大提升了国产汽轮发电机的水平。

本以为离造船的梦想渐行渐远，不料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潘镜芙的人生航向。

1955 年 3 月，潘镜芙来到一机部船舶局产品设计分处报到。那一天，上海风和日暖，

绿草如茵，上海的同志们在红色的设计大楼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当时潘镜芙就觉得，这

一生应该会在那里工作下去。而事实上，他正是如此这般地在船舶行业奋斗了一辈子。

在一机部船舶局，潘镜芙原有的电学技术优势迅速找到了新用途，他担任了某扫雷舰

的电气专业负责人。1955 年，他被派往千里之外的扫雷舰建造厂驻厂，配合施工建造，并

协调处理施工中的技术问题。他埋头在实践中刻苦地学习。

参与扫雷舰的试航，是潘镜芙首次较长时间地经历海上的生活。国外专家在舰上对他

说：“知识和能力都要来源于实践。你是中国舰船设计部门中唯一参加了舰艇全过程的同

志，这段经历对你今后一生搞造船都将是十分有用的。”确实，在造船实践的锻炼中，他

在船舶电气设计建造方面的技术能力和协调能力迅速得到提高。

1956 年 9 月，潘镜芙在船舶局第一产品设计室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成为一

名共产党员，为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奋斗终生的愿望更加强烈。1956 年，船舶产品设计院成

立，他受命担任一室技术科副科长，在正科长始终未到位的情况下，主持工作达两年多时

间。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放下技术上的探索，投入技术管理工作中去。虽然科内工作在

他的打理下井井有条，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他仍一直关注技术的发展，远胜过对提升

行政职务的兴趣。一直到两年后，副主任李嗣尧告诉他：“当时要你主持技术科，是因为

即将开展自行设计，急需加强技术管理。你工作得很好并已培养出接班人，现决定改任你

为电气科副科长。”这一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担任工程项目的总工程师是有很大帮助的。

1961 年，根据海军加强装备建设的需要，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部舰船研究院（后被称为七院），承接了中国海军舰艇及其武器装备的研究设计任务。

潘镜芙随即与一批研究设计人员一起，集结到中国舰船的总体研究设计所——第七〇一研

究所。

自此开始一直到退休，潘镜芙一直在七〇一所从事海军舰船的研制设计工作，先后担

任副科长、科长，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在舰船总体设计、全武器综合作

战系统和电磁兼容等高新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主持设计了我国两代四型导

弹驱逐舰，为中国舰船研制事业呕心沥血。

潘镜芙曾笑称，搞导弹驱逐舰自己是半路出家。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一辈子。

“船”，是奋斗的战场，也是护国的利刃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造舰何其不易。当时潘镜芙进入的是在中国近乎空白的领域，

瞄准的却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65 型火炮护卫舰开始研制，这是我国研制的第一型舰艇，潘镜

芙主持电气部分设计。谁知，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竟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舰

船直流电改为交流电制。要知道，过去各国舰艇上使用的电气设备均采用直流电制，我国

也不例外，这是与当时船舶仍大量采用蒸汽机、柴油机作动力相适应的。但是，这种供电

方式也带来电制转换的很多麻烦，而且存在着重大事故隐患，若稍有不慎接错线头，就可

能致使舰上的电气设备全部烧毁报废。因此舰上的部队迫切盼望在舰上能与在陆地上一样

方便地使用交流电。

血气方刚、敢想敢干的潘镜芙深切感受到战士们的需要，在该型舰的设计研制阶段，

就想到要赶上世界技术潮流趋势，提出了在我国自行设计的护卫舰上采用交流电制。

当时许多人对他说“这样做风险太大，把握性太小，还是走老路保险”。潘镜芙坚持，

交流制稳定可靠、价格便宜，进岸电也很方便，能解决靠岸接错后烧毁电气设备的问题。 他

顶住压力四处奔走，说服各配套机电厂家，研制生产交流电制的船用电机电器设备。在由

海军首长主持的审查会上，他解答了各方提出的问题并顺利获得通过。最终，有关问题陆

续解决，国内舰用交流电机上舰取得成功。据国内有关资料记载，这艘护卫舰是我国自行

建造的第一艘采用交流电制的舰船。

这项成功为其他各型舰艇顺利采用交流电制开辟了道路，推动了国内舰用交流电设备

的试制工作。实践证明，舰船采用了交流电制以后，电力系统使用可靠，生命力强，维护

保养方便，重量轻，体积小，经济性好，不但提高了电力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且使

军舰近岸时的供电也更方便。一段时间后，我国所有水面舰船都陆续实现了船用电力系统

的交流化。

从扫雷舰到护卫舰，在造船领域的内功已经练就。造一艘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导弹驱逐

舰——这个更重大的任务，终于降临。受命主持我国第一代 051 型导弹驱逐舰总体设计工

作那一年，潘镜芙不过 35 岁。

1967 年，潘镜芙领衔主持 051 型舰的总体设计及相关技术攻关工作。在当时极其薄弱

的科研家底和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设计建造这样千吨级以上大型军舰谈何容易，从船体设计

开始，重重困难便接踵而至。驱逐舰的导弹发射装置大、设备多，舰体必须拉长。可是舰

体拉长了以后，航速会不会下来呢？潘镜芙经过反复试验，选用当时最成熟的动力技术，

给 051 型舰安装了强有力的“心脏”。

有了强有力的“心脏”后，战斗力如何形成，是横在潘镜芙面前的又一道坎。关键时

刻，钱学森在确定驱逐舰导弹系统方案会议上的一次发言给了潘镜芙很大的启发：“军舰

是一个大系统，导弹只是舰上的一个分系统，把导弹系统装到舰上，要把它安排好，使它

发挥最大的作用。”

潘镜芙决心按照“系统工程”的理念，将全舰所有武器有机结合，形成系统。他带领

多个科研单位、多学科技术人员，以系统工程理念攻克大量技术难关。不仅首次成功实现

导弹上舰，而且将导弹、舰炮和反潜武器等单个装备组成武器系统，大大提高国产导弹驱

逐舰的技战术性能，首舰导弹系统在靶场试验中，四发四中靶船。由此拉开了中国海军舰

船系统工程设计的序幕。



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首制舰济南舰的问世，实现了首次安装舰上导弹，武器从单个装备

发展为武器系统，这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导弹驱逐舰的能力，实现了海军舰船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跨越，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潘镜芙作为总设计师，率领研究设计团队攻克了远洋航行中油水

补给等难题，为我国海军编队成功设计了指挥舰——051Z 型导弹驱逐舰合肥舰。1980 年初，

由 6 艘 051 型导弹驱逐舰组成的海军护航编队在编队指挥舰合肥舰的率领下胜利完成护航

任务。这次远航，是人民海军第一次冲破第一岛链，横跨赤道线，将航迹延伸到浩瀚的南

太平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海军曾被嘲笑为只能靠近海岸防御的“黄水海军”、只能

在近海防御的“绿水海军”，这一次，人民海军终于开始向能够在远海作战的“蓝水海军”

的过渡。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潘镜芙同时担任 051 改进型导弹驱逐舰和 052 型导弹驱逐舰的总

设计师，并兼作战系统总设计师。在 051 改进型设计中，他建议建立陆上试验场，亲自主

持武器系统的对接调试，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在 052 型舰设计中，他继续强化系统工程

设计理念，强调全舰有机协调，综合性能兼优，舰上武器和电子系统、设备首次组成作战

系统，实现海上作战指挥过程的自动化。

在潘镜芙和几代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在第一代、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基础上，第

三代导弹驱逐舰等一系列新型驱逐舰相继问世，一步一个台阶，使中国导弹驱逐舰真正跨

进了国际先进行列。

“船”，是育人的阵地，也是最爱的“老幺”

为国铸舰四十余年，潘镜芙经常深入科研、生产、试验第一线，在驱逐舰研制和舰载

作战系统、电磁兼容等新技术领域做了开拓性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一批从总体顶层角度

研究舰船研制的后备人才迅速成长起来，并逐渐成长为舰船研制领域的中坚力量。

1995 年潘镜芙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此时，已近

古稀之年的潘镜芙不再在技术一线具体负责舰船设计工作，仅担任国产军舰的设计顾问，

但他依然在幕后为我国的舰艇事业默默地发挥余热。

2002 年 12 月，潘镜芙向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汇报了他亲自考察过的乌克兰“瓦良格”

号航母的情况并获得支持。中央根据科研和实地考察情况，迅速决策，将“瓦良格”号航

母改装成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航母在中国如凤凰般涅槃重生。

相对于坚守在现场处理技术问题，退居二线后的潘镜芙有了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导弹驱

逐舰等水面舰船的一些深层次发展问题。比如，世界现代舰艇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在中

国应该发展反潜舰、防空舰，还是发展多用途舰？大舰与小舰如何定位？如何扩大系统工

程，从舰载作战系统走向编队作战系统等。他先后撰写了《新型驱逐舰研制中的经验和体

会》《21 世纪武器装备发展及对策研究》《水面舰艇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的发展》

等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经常接受高层的科研设计咨询，为我国海军发展和国防建

设继续贡献着力量。



不仅如此，潘镜芙还将对造船的一腔热情、对中国新一代舰船的渴望和对造船人才后

继有人的期待，融入各种科普活动中。他曾应邀到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造船院校担任兼职教

授，为上海海事大学做动力推进技术报告，为中学生作辅导讲座……

潘镜芙曾常说，他有三个孩子，儿子叫伏波，女儿叫丽达，军舰就是他的“老幺”。

从 1966 年随单位迁到南京，到 1997 年从武汉返回上海居住，潘镜芙与妻子女儿分居长达

31 年之久，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才能回到上海的家。那时，潘镜芙时常随身携带一只口琴，

吹得最多的是《送别》，吹出的是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在那些与舰艇和海洋相伴的日子里，潘镜芙像一位满怀期盼的父亲，目睹了国产军舰

首次远航出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青岛舰遨游三大洋，环绕地球一周；武汉

舰和海口舰穿越印度洋，长驱亚丁湾劈波斩浪……他的“幺儿”，如同海上钢铁长城护卫

着国泰民安。

如今，长城已筑，先生千古。我们将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循着光芒闪耀的信仰足印，

赓续时光河床上沉淀的真挚情愫，化为我们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永远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