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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三次转变研究方向

——追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周毓麟

2021 年 3 月 2 日 23 时 27 分，98 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家周毓麟走

完了他的科学人生。

周毓麟，1923 年 2 月 12 日出生于上海，高中时就对数学表现出浓厚兴趣。

1945 年，周毓麟从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1946 年 11 月进入中央研究院数学

研究所，跟随陈省身学习拓扑学。他学习认真，善于领悟，在短短两年时间

里就崭露头角。

1948 年底，中央研究院要搬迁到台湾。陈省身想带周毓麟到美国留学，他却谢

绝了恩师的安排，于 1949 年 9 月 30 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职，在段学复和华

罗庚的鼓励下继续从事拓扑学研究，很快就在《数学学报》上独立发表四十多

页的同伦群研究论文。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

1954年，周毓麟被国家委派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留学。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

他毅然放弃已小有所成的拓扑学，改换专业，学习偏微分方程。

在莫斯科大学，他师从著名数学家奥列依尼克，研究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的第

二边值问题。他巧妙地运用拓扑学不动点定理研究整体解的存在性，通过与

导师合作研究，最终写出著名的关于渗流方程的论文。这篇论文有了一个重

要的发现，即渗流方程的解关于扰动的传播速度是有限的，他们的理论很出

人意料，也很有应用价值，被公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经典性工作。

这篇文章至今还被不断引用，并作为重要的研究成果收入 1957 年出版的《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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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数学四十年·偏微分方程》。

1957 年 2 月，周毓麟在莫斯科大学光荣入党。同年夏，他获得物理数学副博

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工作，开设偏微分方程专门化学习班。

当时，非线性椭圆型和抛物型方程是国际最前沿、国内全新的领域。周毓麟

从苏联带回了非线性椭圆型方程和抛物型方程领域的最新成果，带着学生们

广泛阅读文献、追根究底、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专门化学习班很快成为国内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的著名群体，培养出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人才。

由他带领弟子们编写的讲义《非线性椭圆型方程与非线性抛物型方程理论选

讲》，体现了当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最现代的思想，标志着中国的数学家在

1959 年已经将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研究发展到了世界一流的高度。

1960 年，党中央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选调专家参加中国的原子弹研制。

5 月的一天，结束了上午教学任务的周毓麟，刚走出教室，就接到调动通知。

他干脆利落地回答：没问题，党叫干啥就干啥。

周毓麟的新工作单位是二机部九所理论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前身）。他是研究所早期数学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任副主任。在第

一颗原子弹理论突破的“九次计算”中，周毓麟带领科研人员，着力解决原

子弹爆轰过程的一维精确计算问题。他通过调研，选定冯·诺依曼方法，解决

了计算问题。

原子弹突破后，他在氢弹研制工作中领导了二维流体力学方程计算方法的研

究，在当时机器内存容量小、速度低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些定性的结果，他

带领科研人员设计编制的某些二维程序使用了近 20 年。

从 1960 年到 1980 年，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周毓麟一直主管核武器数值模

拟和流体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在研究队伍的组织、数学模型的建立、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