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念师友

2024年（夏） 123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水声科技

事业开拓者之一、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

程学院杨士莪教授，因病于2024年3月19

日在哈尔滨逝世，享年93岁。

杨士莪，1931年8月9日出生于天津

市，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0年

在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1952年起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船舶

工程学院、哈尔滨工程大学任教，1995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士莪院士为我国水声科技和教育事

业奋斗一生。他的逝世是哈尔滨工程大学

的重大损失，也是我国水声工程领域的重

大损失！

许党报国，做国家水声科学
领域的“领航员”

“我出生在1931年，那是中华民族最

危险的时刻……”杨士莪的童年正逢战

乱，他跟随父亲杨廷宝及家人辗转河南、 杨士莪在大学时期

杨士莪院士为学生上课

让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

——痛别杨士莪院士

天津、北京、重庆等地，童年的经历和家

庭的熏陶，让他坚定了科学救国的决心。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正在清

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杨士莪感受到国家的

需要，毅然选择肄业报名参军，来到大连

第一海军学校任教，带着满腔热血投身于

人民海军建设事业。

1952年，中国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

技术院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

院（哈军工）开始筹建，杨士莪又奉调来

到哈尔滨，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

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声学科在国内属

于空白。1956年，杨士莪接到通知，学校

要派他去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声学，杨

士莪从教授天文改行研究水声专业，一头

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

1957年在苏联学习期间，杨士莪发现

有两个关键技术实验室对他这样的外国人

是紧紧关闭的。“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

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是做不到的。只

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骨气。”刻骨铭心

的感受让杨士莪立

志在水声科学领域

攻关：一定要让中

国的“耳朵”听懂

大海的声音。

“水声科学是

涉及面非常广的专

业领域，如果只是

办声纳专业，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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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好的发展。不立这个标杆，不向

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就永远达不到更高水

平。”1960年，杨士莪回国后，立即着手

拓宽专业领域，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

合、为国家战略服务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

业，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他还

编著了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理

的著作《水下噪声学》，出版了国内最早

的声学理论著作《声学原理》，讲授并指

导编写了《水声传播原理》《统计传播》

《水声学》等一系列课程和教材。

做人做事做学问，他的这一育人理念

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水声专业的学

生。如今，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水声专业已

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水声科研基地和水声人

才培养基地。1981年，该学科点获得国家

第一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第一批

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并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1993年，国家级国防科技重点实验

室在此建立……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

为我国水声领域的科学研究发挥了重要

作用。

勇攀高峰，引领中国水声走向深海

“国家受欺负，是因为你不行，得自

己想办法站起来，把国家发展起来。”几

十年的科研经历让杨士莪更加坚定了建设

科技强国、海洋强国的信念。他经常对学

生说：“要成为真正站立起来的人。”

1970年至1980年，杨士莪作为水声测

量系统的负责人，领导完成洲际导弹“落

点水声测量系统”的研制工作，为国家海

洋工程技术相关领域发展提供了经验，作

出了重要贡献。21世纪，“蛟龙号”“科

学号”所用的国产高精度超短基线定位

系统，追根溯源都可上溯到这一项目的

研制。

1994年4月，悬挂着五星红旗、承载

近百名科研人员的两艘水声科学考察船驶

入中国南海。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

家的杨士莪十分激动，这是中国首次具有

战略意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也是第一

次由我国科学家独立指挥和实施的大型深

海水声考察，堪称中国水声界从浅海迈向

深海的第一步。

船行进至深海，赤道附近的太阳几乎

垂直高悬于头顶，甲板温度接近70摄氏

度。当时，年过花甲的杨士莪和所有队员

一起忍受着高温酷热进行科研。长期工

作，淡水告罄，他们便把船上的压舱水烧

开了喝。“有时候科研跟打仗似的，该咬

牙的时候就得咬牙。”他说。

几十年来，杨士莪总是走在中国水声

科教的前列，作为中国水声定位方法最早

的提出者和技术决策者，为中国自行设

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的定位系统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

为中国水动力噪声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主

持设计建造中国首个针对声学研究的“重

力式低噪声水洞”；在制定我国水声发展

规划、确定水声学科研究方向、指导和促

进我国重大水声科研和工程项目中，他发

杨士莪院士参加海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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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核心作用。

“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天

红。人虽然退休了，但为国家作贡献的脚

步不能停。”90多岁的杨士莪仍然身体力

行参加相关科研项目的海试。

潜心育人，培养国家急需尖端人才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这是杨士莪院士对党和国家最深

情的表白。

2021年，作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

党员，杨士莪院士在哈工程召开的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两优一先”表

彰大会上，心潮澎湃地唱起红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他犹如一面许党报国“行走的旗

帜”，全场师生为他身上体现的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动容。

“我很幸运，年轻时遇到许多好老

师。我深知良师对于做学问的人的重要

性，所以更要教好青年学子。”杨士莪常

常说起青年时期受到的良好教育。他的一

生也致力于水声专业的人才培养。

杨士莪院士保持着终身学习的勤奋状

态，对知识、科学的追求和对于新事物的

敏感和好奇，是他一生前进的不竭动力。

70岁时，他学会打字，就自己打论文；85

岁时，他开始学习计算机编程，就自己验

证新的算法。他始终葆有思想的活跃和启

发创造性思维，让他的年轻学生们常常感

到望尘莫及。

年过90的杨士莪仍奋战在教学科研一

线。每年坚持为本硕博学生授课，依旧写

满好几个黑板的工整板书，讲最前沿最急

需的知识，对教学、对学生从不敷衍应

付。学生们都说，请杨院士审阅修改论

文，一两天就能得到反馈，意见和建议也

都写得清清楚楚。

外场试验、学术会议、顾问咨询……

杨士莪的日程表经常排得满满的，但他从

未因活动忙而错过上课，只要回到哈尔

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耽误的课补

上。讲课时他的语速平缓、声如洪钟，而

且从不坐着，出了名的“一站到底”。

“希望我们的后浪，在国家的支持

下，为中国海洋事业、水声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在杨士莪的感召下，一代代水声

人艰苦创业，把水声事业推上更高台阶，

哈尔滨工程大学水声工程学院已经成为我

国著名的水声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

作为中国首批博导，杨士莪参与培养

了中国首批水声专业骨干和年轻教师队

伍，建立了首批国家重点学科、首个水声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首批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从教七十余载，中国水声领域的4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受他指导，培养了硕

士、博士研究生110多名，受教学生达数

千人，多数已经成长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科研及学术骨干，为中国水声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2022年9月，杨士莪获

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哈尔滨工程大学，2024年3月20日）
2017 年 8 月 12 日，清华大学黑龙江省校

友会为杨士莪院士（前排右 3）庆祝 86 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