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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签署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形成

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发展格局，2016年 4

月 22日，北京理工大学与西安市高新区管委会在西安市

举行了“共同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签约

仪式。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陕西省工信

厅副厅长原忠德，西安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赵红

专，西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吕健，西安市副市长李婧，

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张炜，副校长李和章，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项昌乐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

赵红专简单介绍了西安市高新区的基本情况。他说，

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实力雄厚，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方面走在国内前列，此次双方合作，

将通过企业化运作的模式，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及国

防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推动军民融合产业跨越式发展，

联合打造以军民一体化产业为特色的创新型军民融合基

地。

张炜简单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他说，北京理工大

学与陕西省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学校将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加快推进北理工军民融合（西安）创新基地建设，本着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目标，加速项目建设落

地，推进军民融合机制、理念创新发展。他指出，西安市科

技实力雄厚、军工资源丰富，在军民融合创新建设方面走

在前列，并成功获批创新改革示范区，旨在打造一流的军

民融合示范基地，“一流理工大学”与“一流示范基地”的

碰撞，必定会产生一流的成果、引领一流的方向。

签约仪式前，魏民洲会见张炜一行，双方就各自军民

融合发展现状以及下一阶段的合作进行了交流。

此次学校与西安高新区合作，将本着平等互利、相互

支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

携手推进北理工军民融合（西安）创新基地的建设。双方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聚集高端、集群发展”的发展

思路，依托陕西省丰富的军工资源以及北京理工大学雄

厚的国防技术实力，吸纳国内外资源，加速项目建设，着

力构建军民融合产业支撑体系，推进军民融合机制、理念

和发展模式创新，推动军民融合产业跨越式发展，联合打

造以军民一体化产业为特色的创新型军民融合基地，力

争成为陕西省乃至国家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承载区。

参加签约仪式的还有西安市办公厅、教育局、科技

局、发改委、高新区管委会，北京理工大学学校办公室、校

友会办公室、北京理工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理工

陕西校友会等负责同志。

（学校办公室 任峻峰）

2016年 4月 19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协

作配套中心—北京理工大学合作框架协议签约

及联合研究室揭牌仪式在 2 号办公楼 211会议
室举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协作配套中心党委

书记赵理峰、主任王兰义，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

记张炜、党委常务副书记赵长禄、副校长陈杰出

席仪式。会议由赵长禄主持。

王兰义和陈杰代表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赵理峰、王兰义、张炜、赵长禄共同为“国家

国防科技工业局协作配套中心—北京理工大学

联合研究室”揭牌。协作配套中心和学校负责同

志介绍了联合研究室的有关情况。

王兰义指出，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和共建

联合研究室，是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的重

要举措。王兰义希望双方共同推进人才、信息、智

力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和交叉融合，共同打造国防

科技工业战略研究的新模式、新平台、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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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初，当新一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引人瞩目时，2015
年的国防科技成果奖也在低调发布，一项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

的“新一代含能材料研究及其工程化”项目荣获年度国防科技

进步特等奖。这一名为“CL-20”的火炸药研究项目，于 2001年
凭借其重大原始理论创新荣获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一等奖，时

隔十四年后又凭借其工程化的重大贡 献斩获国防科技进步特

等奖。

至高的荣誉，不是一蹴而就，这种当今国际上能够实际应

用的能量水平最高的笼型高能量密度材料，浸透了几代北理工

火炸药人的心血与汗水，彰显了北理工火炸药学科 75年来历

经烽火探索研究、首开先河规范办学、铸就辉煌奉献国防的巨

大贡 献，是对北理工在中国火炸药研究领域作为开拓者、奠基

者和领军者的重要肯定。

春华秋实，虽时代更替、学人更迭，但北理工人矢志国防、

奉献军工，前仆后继、脚踏实地的精神气质却代代相传。回首京

工岁月，北理工火炸药人默默耕耘、执着奉献，从重大基础理论

创新最终实现重大工程问题解决，以深厚的传承积淀实现了北

理工人“做中国自己的炸药，做世界最棒的炸药”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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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是我国建立含能材料专业最早的学校。含能

材料，指的是在一定的外界刺激下，能自身发生氧化还原反应

的，释放大量能量的（通常带有大量气体和热）物质，这种特性

也决定了其在军事、民用领域中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举例来

说，战斗部毁伤所用的炸药、枪炮所用的发射药、火箭发动机所

用的固体推进剂、液体推进剂等材料都属于含能材料。可以说，

含能材料是常规武器的“能量轴心”。

北京理工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延安，前身是自然科学

院。在创建之初的艰苦岁月，自然科学院就在教学、科研、经济

“三位一体”的办学道路中，开始探索火炸药研究，并直接服务

抗战生产。

1940年，自然科学院成立时，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矿

四个系，其中化学系是各系中条 件最好的，不仅有副院长陈康

白、恽子强、系主任李苏等一批国内知名的化学专家，还通过香

港及大后方运来一批化学仪器设备和药品，保障了教学研究的

实验条 件，配有实验助教，可以实现定量、定性及一般工业上的

分析。在为学生开设系统的化学基础课程的同时，师生还积极

参与到生产一线实习，解决边区生产中的科研问题，也就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在化学系主任李苏的带领下，学校开始火炸药

研究的早期探索。

李苏，自然科学院化学系主任，这位新中国化学工业的组

织领导者，在延安时期，带领自然科学院师生深入工厂，在协助

工厂开展炼焦的同时，以炼焦副产品焦油的化学衍生品生产作

为研究课题，重点关注如何将焦油进一步制成烈性炸药。炸药

作为抗战的紧缺物资，如能实现自产其意义重大，带着强大的

使命感，李苏和师生们开展了煤焦油分离研究，他们克服了药

品、设备短缺的困难，经过几十次实验，终于将分离出来的甲苯

进一步硝化，最终成功研制出 TNT 烈 性炸药，这一对边区具有

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陈云等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表扬。

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科学院的第四任院长李强，这位经历传

奇的新中国院士部长，以延安军工局局长身份担任院长，他作

为边区军事工业的直接缔造者之一，直接筹建了边区的现代化

火炸药工厂，这座从零开始最终实现硝化棉、硝化甘油、双基药

和黑火药量产的工厂，也为自然科学院师生参与火炸药生产研

究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烽火中，自然科学院师生克服困难，在火炸药方面的探索

研究，直接为抗战服务，也开启了学校火炸药研究的先河，光荣

地载入了中国抗战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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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北京理工大学被国家确定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

业院校建设发展。从这一时刻起，学校火炸药学科走上了正规

发展建设，并最终成为新中国火炸药人才培养的摇篮，孕育了

火炸药领域的“国家队”。

1952年初，学校前身华北大学工学院正式更名为北京工业

学院，3月 8日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将原来为重工业服务的

学校定位调整为“逐渐发展成为国防工业学院或国防工业大学

（但校名中不冠国防字样），并使之成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中新

的高级技术骨干之主要来源”。在重工业部的决定中，还明确规

定了学校化学工程系的建设发展方向是“在高年级中培养兵工

的炸药及无烟药制造人才（量小高级）”，而化学方向其他为生

产服务的师生要逐渐收缩，并转向兵工炸药。

半年之后，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办学力量的并入，使学校的

火炸药学科，在创办时间和办学实力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

列。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原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工

业专门学校，在战争中诞生，是我军培养军事工业技术干部最

早的一所国防工业高等学府，虽然仅仅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存在

了 4年多的时间，但是凭借东北地区良好的工业基础，成为建

国前后较早开展正规国防工业人才培养的院校，兵器和火炸药

是其主要的教学方向，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正式开设的火炸药专

业。1952年 11月，根据国家集中力量培养高级国防工业技术人

才的要求，东北兵工专门学校兵器、弹药、火药系三百余名学

生、主要教师及兵器馆、仪器设备、图书馆并入北京工业学院。

北理工著名火炸药专家徐 更光院士就是这一时期从东北兵工

专并入的学生。

学校面向社会广纳贤才，加之建国之初中法大学的并入，

北京理工大学在化学领域储备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为火炸药领

域的办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时期，作为北京工业学院首

任教务处长的著名化学家周发岐先生对火炸药专业的创建和

学科的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发岐先生 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师从诺贝尔奖

得主格林纳达教授，是同期赴法人员中唯一获得法国国家科学

博士（法国最高学位）的人，学成毅然回国，成为中国享有盛誉

的有机化学家。作为一名在有机化学试剂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

响力的化学大家，周先生明知火炸药领域存在巨大风险，仍毅

然响应国家号召，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扛起了筹建新中国第

一个火炸药专业的重任，他凭借自己精深的化学造诣，不仅带

领教师规划制定课程体系，还亲自选编教材，为了新中国的国

防事业，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在 20世纪 80年代，他还组织创

建了北京工业学院第一个含能材料学科博士点，所编写的多本

教材堪称经典，被誉为新中国炸药制造工艺学科的奠基人，为

我国的炸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十年代中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校建立了完整的

教学体系和专业设置，加强了基础教学，特别 对教材、实验和实

习等教学环节进行了规范化设计，直接推动了学校火炸药专业

的正规化建设。另一方面，火炸药专业的师生们带着服务国家、

奉献国防的强大使命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他们提出“爆

速高、爆压高、猛度高、感 度低”的研究目标，奠定了中国第一代

火炸药人才卓越的精神起点，“做中国自己的炸药，做世界最棒

的炸药”，成为师生们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从此，北京理工大学的火炸药学科开启了正规发展的崭新

时代，五、六十年代培养出以钱晋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专家，发展

至今形成了单质、混合、固体推进剂的学科主干，并与力学、战

斗部融合交叉形成爆炸领域研究的领军优势，成为学校兵器科

学与技术学科问鼎全国最坚实的基础，也为国家国防技术岗位

输送了大量杰出人才和技术骨干，尤其是领军人才培养成就卓

著，含能材料领域仅有的四位院士中，董海山、徐 更光和崔国良

三位院士皆毕业于北理工火炸药专业，他们分别引领了我国含

能材料领域中单质炸药、混合炸药和固体推进剂的技术发展，

他们的研究成果均成为我国国防工程项目的标志性成果。

回首往事，北理工不仅完成了培养火炸药高级人才的国家使

命，还缔造出一支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火炸药研究“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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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月 7日，一位老人的逝去牵动了北理工全校师生

的心，他就是我国爆炸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徐 更光院士。

1956年毕业留校后，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混合炸药领域的顶级专

家，身后为我们留下了“8701”、“海萨尔”等一个个高能炸药领

域的革命性成果。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解决炸药腐蚀问题，徐

更光带领团队不仅解决了炸药的热安定性问题，还创造性引入

稳定体系，实现了对弹药中析出酸碱的自动吸收，从而保证了

炸药的长期稳定性，解决了一个世界性难题，轰动业界，由此缔

造出中国高能炸药的常青树———8701高能炸药，这一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成果，不仅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还被装备在我国

多种型号的武器上。步入花甲之年，徐更光又为中国国防捧出

了“海萨尔 PW30甲高威力炸药，这种领先世界的新型炸药，成

为中国的“独门秘籍”，海萨尔炸药凭借在爆炸性能、安全性、起

爆性能等方面优异的表现，为北京理工大学赢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成为了中国炸药的一代巅峰之作。

1958年 9月 8日，当代号为“505”的“东方-1 号”火箭在河

北宣化拖带烟迹飞入天穹，北理工师生亲手缔造的中国第一枚

二级固体高空 探测火箭发射成功。在这开创性的成果背后，火

炸药学科在固体推进剂领域可谓初试锋芒，火箭自重 61 公斤，

有效载荷 13 公斤，实现平均推力 1.7 吨，使用复合火药作为推

进剂，全国首创，标定了学校在固体推进剂领域研究的高起点。

之后的岁月里，在固体推进剂领域，产生了如谭惠民教授所研

制的 NEPE固体推进剂等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为我国“七五”

至“十五”固体推进剂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奠定了北理工在国

内该领域研究的优势地位。

在单质炸药研究领域，学校更是创造了瞩目的成就。从开

始的对苏联等国外成熟产品的仿制，到 对含能材料的合成路径

探索，从芳香类合成物到杂环化合物，北理工单质炸药的研究

不断深入，名家辈出，力量也不断壮大。1975年，陈博仁教授（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成功研制出

7507新型高能炸药，这位印尼归侨带着对祖国矢志不渝的热

爱，倾心投入科研事业，不畏肝中毒等重疾，长期超负荷工作，

在 7507 炸药研制中，首创我国单质炸药小分子碎片直接合成

新方法，成为那个时期学校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科研工作者。“陈

老师任劳任怨、公而忘私，有时候晚上想起一个研究细节，都会

跑到实验室操作一番。”已是耄耋之年的火炸药著名专家欧育

湘教授至今对自己的同事仍然佩服至深。

“CL-20 工程化”斩获 2015年度国防科技进步特等奖，标

志着北理工火炸药学科历尽三十余年将这座世界炸药的“最高

峰”彻底征服。自 1984年，炸药专家于永忠教授在花甲之年，开

始实践他的笼型高密度材料理论构想起，在此后的三十余年

间，北理工火炸药人在 CL-20 研究领域中，过关斩将，从于永忠

老师成功合成样本、欧育湘老师“一锅法”实现 1 公斤级合成能

力、赵信岐老师等创新探索合成工艺路线到最终解决工业化生

产关键技术，再到 近年来设计合成具有刚性的三维立体骨架结

构的含能材料，这一创新研究成果更是得 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

价，为发展新一代高性能炸药提供了新思路。面对“燃烧、爆炸、

高温、腐蚀、中毒”多个高危因素同时聚集的研究领域，于永忠、

欧育湘、赵信岐、庞思平、张成辉等几代专家呕心沥血，他们始

终将安全放在首位，用高度的责任感实现了三十余年的“零伤

亡”，他们精益求精、执着探索，用响当 当的成果实实在在提升

了中国国防实力。

1996年，结合了火炸药、兵器科学、力学等多学科的爆炸科

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并通过国家验收，成为我国爆炸

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进入新世纪，2009年，学校审时

度势，正式成立了跨学科的火炸药研究院，负责研究规划、计划

及组织实施，有效地推动了火炸药学科研究平台建设，统一管

理，统筹保障。学校通过平台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为火炸药学科

的发展保驾护航，成效明显。

作为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关键技术，火炸药的研发动向备

受各国关注。火炸药及推进剂技术作为含能材料的“心脏”，一

直以来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无法用金钱购买。因此，我们

只有走以我为主、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才能突破西

方国家的封锁和限制。

七十余年栉风沐雨峥嵘岁月，北理工火炸药人终不辱使

命，如同炸药一样，做沉默的“中国力 量”，在奉 献 中矢志军

工！

（党委宣传部 王征 和霄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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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阳光明媚，微风习习，北京理工大学
师生健儿欢聚良乡校区，共同开启了北京理工大学
体育文化节暨第五十四届运动会的序幕。北理工常
务副校长杨宾、常务副书记赵长禄、纪委书记杨志
宏、副书记副校长项昌乐、校长助理郝志强，以及各
部处、学院领导出席开幕式，良乡高教园区管委会
副主任刘桂华受邀出席。大会由体育部主任董兆波
主持。

北京理工大学第五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表演
在校航模队带来的教练机拉烟表演和滑翔机拉条
幅表演中拉开序幕，点燃了全场师生的热情。来自
各学院、留学生以及学校教职工的 22 支师生代表
队在昂扬振奋的乐曲中阔步向前、意气风发，接受
大会的检阅。22 个方阵依次进场，表演融合了学院
特色文化，创意四射，异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北理工
师生“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精神风貌和爱校荣校
的北理品格，以其蓬勃的英姿勾勒出开幕式上亮丽
的风景。

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项昌乐致开幕词。他指
出，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育人传统，致力于贯
彻“体育回归教育”方针，鼓励师生开展体育运动，
培养体育爱好，锻炼强健的体魄，实现身心全面发
展；学校通过努力，形成了全校师生员工热情参与、
拼搏向上的体育文化氛围。项昌乐强调，开展体育、
发展体育，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的需
求，在学校推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规划未来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的大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将进一步
加强学校的体育工作，加快体育设施建设的进度，
不断创新体育育人成果。他希望，所有裁判员和工
作人员要秉持“公正、公开、客观、认真”的要求，、项将模他防校及此校出有席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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