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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光谱分析技术在金属所的建立与发展  

张功杼 口述 孙 莹 执笔 

    1953年,东北工业综合检验所划归中科院金属所隶属于金属物理研究室，在北京燕京大

学调来的何怡贞教授指导下，由五名分配来所的大学毕业生组成了光谱分析研究组，并开

始仪器的安装、人员培训等工作，很快达到正规实验室的条件，根据金属所为钢铁工业服

务的目标，光谱组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合金钢和平炉渣光谱分析的研究"。同时与鞍钢、

大连钢厂进行合作，许多同志都深入厂矿，学习和解决光谱分析中的关键问题，经过几年

的努力，协助这些厂矿完成了高速钢和平炉渣中某些元素的光谱分析。回所后，在原来的

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得出一些有规律性的结论，写出了十几篇光谱分析论文，分别在"中国

科学"、"物理学报"、"化学学报"、"金属学报"上发表。特别是何怡贞教授的两篇论

文"Effect of Micro-Structure of the Specimen on the Spectrochemical Analysis of 

Steels "和"Spectrographic Analysis of Slags by the Cup-Electrode Solution Arc 

Method " 于1956年在荷兰召开的第三届光谱会议上宣读和发表，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 

    何怡贞先生对实验室的管理十分严格，鉴于光谱分析灵敏度很高，她要求我们保持实

验环境清洁，做到一尘不染，就是李薰所长叼着烟斗到光谱室来察看工作，她也要求李所长掐灭烟斗，以免烟尘污染环

境。她坚持让实验室辅助人员在做好清洁工作时记录下每天的室温，长年不断。这些温度数据对校验光谱片的黑度变化

规律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从53年到58年，何怡贞先生领导的金属研究所光谱组自始至终是围绕国家冶金工业和新中国光谱分析领域的发展选

择课题并开展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和撰写的学术论文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当年冶金工业部和地质部门请来协助我国开

展光谱分析工作的几位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到我国进行学术访问的科学家，例如福里斯（普通物理四卷本的作者），

马里来夫（红外分子光谱学）教授等对金属研究所的光谱分析研究均给予较高的评价。 

    1957年，金属所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战略调整，开拓了高温合金、难熔金属、金属陶瓷、原子能材料等新的研究领

域。这就对光谱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光谱组已由物理室转到分析室。为了适应所里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光谱组

内又分成四个课题组，分别为 1）合金钢分析。2）高温合金中微量稀土元素、五害元素的分析。3）十几种纯金属中微

量元素的分析。4）铀和氧化铀中微量元素分析。 

    由于工作发展的需要，我们购置了平面光栅光谱仪，而且在这段时间内光谱组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二十多人。特别是

解决了材料中铁、镍、钨、钼、铌、钽、锆等十几种纯金属中微量元素的

分析，为所内的新材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温合金中五种低熔点元素（主要是有害元素）的分析，始终是国际

上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分析技术难题，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

解决了大多数牌号的高温合金中五害元素的分析问题，其检测下限基本达

到了材料研究的要求。1976年在发动机材料解剖分析的会议上介绍了我们

的成果，得到了十几个单位的认可和应用。 

    五十年代，在原子吸收光谱开始应用于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积极跟踪

这种新技术，组织了相当的人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仪器的试制、基本



原理等工作开始，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掌握并发展了原子吸

收光谱技术，并在各种材料分析上应用。至今，原子吸收光谱已经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种分析技术手段。  

    1978年，当科学的春天又降临祖国大地时，所内的研究工作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也在寻找光谱分析新的

增长点，其中等离子发射光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无法进口整台仪器设备，只好自力更生，在现有

的基础上，拼凑装成一台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虽然仪器性能不算太先进，但是可以让组内的分析人员经过短期的培训

后就能上机操作，由于这台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的应用，在提高分析测试服务质量的同时，又为以后购进性能更加先进

的仪器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在做好常规测试分析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当时国际上刚刚兴起的直流辉光放电灯的研究。辉光灯是由氩离子撞击

阴极表面而产生的溅射物，所以它除了有一般光源的特点外，还可以用它进行金属表面的逐层分析。我们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下，深入地研究了辉光灯中阴极溅射的机理，得出合金中的合金

成分与溅射率之间统一的规律性，而且对溅射后合金表面形貌及其形成机理提

出了初步的看法，从而对辉光灯中的阴极溅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利用这

些研究工作的基础，我们设计了新的辉光放电灯，作为原子吸收的原子化器和

用于飞行时间质谱计的离子源，并进一步研究了磁场增强的辉光放电灯和射频

辉光放电灯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关论文曾发表

在"Spectrochimica Acta"、"金属学报"、"Analytical Letters"等杂志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作为引进技术的光谱分析，现在已成为材料科学和

材料工程研究中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过去繁琐的手工操作如照像、洗像、测

光等现已被信息化、智能化的仪器所代替。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现在都已是

年过花甲的老人，借此金属所即将50周年大庆之际，向曾经在光谱组工作学习过的现在分布在海内外的老朋友们致以亲

切问候，祝你们身体健康，颐养天年！对仍在第一线工作的年轻一辈寄以厚望，祝你们工作顺利，为金属所的发展作出

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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