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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垣先生是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世界著名的氟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先生早

年留学美国，195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不久，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冲破层层阻力

投入祖国的怀抱，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

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执委和上海市侨联主席等职务，

为我国化学事业，特别是有机氟化学的开创与发展，为上海有机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先生在美国及回国初期，从事甾体和天然产物化学研究，在甾体药物合成研究方面颇有建

树。1958年以后，应国防建设的需要，他毅然放弃了自己所钟爱并已从事多年的专业，义无反顾地将

研究方向转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开始是硼化学，之后又转向了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从此

在氟化学研究之路上，艰辛开拓、勤奋耕耘。他带领其他科研人员一起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创建了

有机氟化学研究室，建立起各种氟化手段，为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工业研制出了氟油、氟塑料和氟橡

胶等多种关键的含氟材料，先后成功研制了新型含氟表面活性剂、铬雾抑制剂、氟碳代血液等一大批

新型民用含氟材料，为我国有机氟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先生不仅在氟化学的应用研

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氟化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他发现并系

统研究了著名的“亚磺化脱卤反应”，对全氟烷基亚磺酸盐和磺酰卤的化学以及全氟烷基自由基化学

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展出许多有效的全氟烷基化方法，成功地应用于各类含氟有机化合物的合

成中，极大地丰富了氟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内容。

黄先生治学严谨，学风朴实；他诲人不倦，育人有成；他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他长期担任

《化学学报》主编，并创建了《中国化学》，为我国化学学术刊物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黄先生在科研生涯中，取得了累累硕果，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和奖励。他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

上发表论文200余篇，主编学术专著3部，获包括2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在内的各类科研成果奖16

项，获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全国劳动模范、何梁何利基金奖，陈嘉庚化学奖等。为表彰先

生对氟化学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在1986年法国巴黎举办的氟元素发现100周年纪念会上，他被授

予“MOISSAN”奖章。

黄先生对祖国对科学事业无限热爱。他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的精神，求真唯实、谦虚严谨的作

风，成就了先生的非凡业绩，也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我们新一代科研人员不断追求卓越和创新，积极

推进我所“十二五”和“创新2020”发展规划，为实现有机所的创新跨越和祖国科技事业的繁荣进步

而努力奋斗！

              所长: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二〇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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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黄维垣先生：

值此黄先生九十华诞之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科学部全体工作人员谨向您致

以衷心的祝贺！

黄先生是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世界著名的氟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

一。您在早年留学美国及回国初期，在甾体药物合成研究方面已颇有建树。1958年以

后, 应国防建设的需要，您毅然放弃了自己所钟爱并已从事多年的专业，义无反顾地将研

究方向转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开始了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从此在氟化学研

究之路上，艰辛开拓、勤奋耕耘。您带领其他科研人员一起白手起家，因陋就简，创建

了有机氟化学研究室，为我国的原子能和航天工业研制出了多种关键的含氟材料，以及

一大批新型民用含氟材料，为我国有机氟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您不仅在

氟化学的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氟化学的基础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令人瞩目。

您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点项目和多项面上基金项目，取得了一批优秀成

果。您发现并系统地研究了氟化学领域著名的亚磺化脱卤反应，发展出许多有效的全氟

烷基化方法，极大地丰富了氟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内容。正是在您的带领和影响下，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目前已成为国际知名的氟化学研究基地。您几十年如一日，

兢兢业业，孜孜追求，为我国化学事业，特别是有机氟化学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

黄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一位德高望众的教育家。您培养了一大批有机化学

特别是有机氟化学的研究人才，您的很多学生已成为我国有机化学学科的优秀学术带头

人。您积极支持和参与科学界的各项活动，曾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第二届、

第三届委员，第一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化学科学部有机化学学科评审专家组第四届、第五届评审组组长，为我国的科学基金事

业和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我们要学习黄先生的勤奋务实、治学严谨、为人师表、师德高尚、为人正派、待人

谦和的崇高品格，努力做好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化学科学部

2011年10月19日  

尊敬的黄维垣院士： 

欣逢先生九十华诞，我谨代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氟化学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开创性成果，为我国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先生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在艰苦的条件

下开展科研工作。早期在甾体药物合成研究方面卓有建树，之后应我国国防建设的需

要，转向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发现并系统研究了著名的亚磺化脱卤反应，极

大丰富了氟化学和有机合成化学的内容；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航天工业研制出了多种关

键的含氟材料，有力支撑了国防建设；同时还成功研制了一大批新型民用含氟材料，为

我国有机氟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生还曾任上海有机所所长、中国化学

会理事长等职，并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诸多奖励。

先生学术思想活跃，勇于创新，不懈探索，耄耋之年依然关注学科发展，敏锐洞察

学科前沿；先生治学严谨，唯实求真，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春风化雨，诲人不倦，为

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堪称桃李满天下！

值此先生九十华诞，衷心感谢您为我国科教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恭祝您生日快

乐，健康长寿！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长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

            二〇一一年九月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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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黄维垣院士：

在您九十寿辰之际，谨向您致以诚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您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在

半个多世纪的科研生涯中，您开拓创新、不懈探索，为我国原子

能和航天工业研制出了多种关键性的含氟材料,带动了我国有机氟

工业的迅速发展。您发现并系统地研究了氟化学的亚磺化脱卤反

应，发展了全氟烷基亚磺酸盐和磺酰卤的化学。在您的带领和影

响下，上海有机所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有机氟化学研究基地之

一。您长期担任《化学学报》的主编，并创建了《中国化学》刊

物，为我国化学学术刊物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您言传身教，以大师的风范影响和带出了一批优秀人才。您

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谦虚谨慎、诲人不倦的崇高品

德，为年轻后学树立了榜样。

祝愿您快乐幸福、健康长寿！

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值此黄维垣院士90华诞之际，谨向黄维垣先生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诚挚的祝福，衷心祝愿黄先生健康长寿！

黄维垣先生是著名的有机化学家，建国后毅然归国投身国家

最需要的科研领域，长期在氟化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艰

苦奋斗、顽强拼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大批

科技英才，推动了国内外的科技交流，为我国有机氟化学事业的

开创与发展、上海的科技进步以及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维垣先生是上海科技界的杰出代表。我们要大力弘扬黄先

生科技报国的崇高情怀和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积极倡导广大科

技人员向黄先生学习，把服务国家作为第一目标，把勇攀高峰作

为终身追求，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

城市，推动上海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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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欣逢黄维垣院士九十华诞，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谨向黄院

士致以衷心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黄维垣院士怀着赤子之心毅然回国效力，数十年如一日，在

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领域艰辛开拓、辛勤耕耘，取得了累累硕

果，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以及世界的有机

氟化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广泛赞誉。黄院士热爱祖国的

情怀，求实、求是、求真的科学精神，豁达谦和、无私奉献的高

尚品德，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在此，衷心祝愿黄维垣院士健康长寿、绿树常青，继续关心

和指导青年科技工作者在有机化学领域的探索。同时，希望中科

院上海有机所广大科技人员以黄维垣院士为榜样，学习他热爱祖

国的无私情怀、严谨朴实的治学态度、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为

国家和上海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二○一一年九月

尊敬的黄维垣院士：

在您九十华诞即将来临之际，谨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作为世界著名的氟化学家和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您几十年来艰辛开拓、严谨治学，硕果累累、功在青史，为我国

的化学事业，特别是有机氟化学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侨界引您为骄傲和自豪！

作为爱国归侨，在新中国建立不久，您冲破层层阻力，毅然

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无怨无悔，始终把党的事业、国家的利

益和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是我们广大归侨侨眷学习的楷模。

在1984年11月—1990年5月担任上海市侨联第五届主席期间，

您殚精竭虑，坚持为侨服务，为上海侨联事业在九十年代和新世

纪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受到上海侨界的尊敬和爱戴。我们要

像您那样把祖国和人民的需求作为终生追求，继续推进侨联工作

再上新台阶。

衷心祝愿黄院士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侨联主席  吴幼英

上海市侨联党组书记  李葳萍

2011年9月24日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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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值此黄维垣院士90华诞之际，谨向黄先生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美好的祝福！

黄维垣院士是世界著名的氟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

人之一，几十年来，黄维垣院士致力于有机氟化学技术领域的理

论与应用研究工作，自强不息、奋发拼搏、开拓创新，孜孜以

求，学术成就丰硕、著作等身，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为我国

科技事业和有机氟化学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莆田人民对

黄维垣院士取得非凡成就表示崇高的敬意！作为黄维垣院士的故

乡，莆田人民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衷心祝愿黄维垣院士健康长寿，学术生命之树长青！

                     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

2011年9月14日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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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8, 2011

Professor Wei-Yuan Hua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Shanghai, China

Dear Professor Huang –

Congratulations on the event of your 90th birthday.  We have been colleagues and friends for a 

very long time.  My coworkers and I hold you and your wonderful chemistry in highest esteem.  

We particularly admire your Herculean efforts and successes in building the SIOC to the high in-

ternational standing that it enjoys today.  I so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many of your 

coworkers including Cai-Yun Guo, and Yuan Fa Zhang among others.       

We still warmly remember your visit to the University of Idaho in the early days of our operation 

here.  What an honor and pleasure it was to have you come to Moscow and give an outstanding 

seminar on your fantastic chemistry.  The influence of your imaginative and original chemistry 

and that of your students continues to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fluorine world.  You must con-

tinue to enjoy considerable satisfaction from all of the amazing things t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in your life!  We admire you greatly and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good chemistry in the decade 

that lies ahead.

With sincerest best wishes –

Jean’ne M. Shreeve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Jean’ne M. Shreeve Professor of Chemistry

热烈庆祝黄维垣院士九十华诞：

黄先生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又在甾体药物合成化学方面取

得卓越成就。但他心怀祖国，放弃优越的研究环境，克服重重阻

难，回到祖国。曾任上海有机化学所所长，对有机所的发展做出

重要贡献。

他根据国防的需要，开拓了有机氟化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是我国有机氟化学之父。他的为人和治学是我学习的楷模。欣逢

他90华诞，敬祝他健康长寿，期待庆祝他百 岁华诞。

 

北京大学徐光宪敬贺

2011年9月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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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黄维垣先生 90华诞

维垣同志与我在化学界是年事和经历都较相近的同事：我们

都生于20年代初并于50年代初回国工作，我们都数十年如一日分

别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兼物理化

学研究所的岗位上工作。我们在文革前早已相识，而到文革后期

以至1980年后我们之间的过从更多，并在90年代初我们在中国化

学会和科技部的攀登项目以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都有过同事关

系。我深感维垣同志回国后在有机合成化学，特别在有机氟化学

这个新领域中，不论在学科的发展上以及获取具有新功能的含氟

材料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就。维垣同志还留给我一个好

印象: 他做事认真负责，言行不偏激、不浮夸。

欣逢黄维垣先生90华诞之际，我敬祝 先生健康，阖家幸福！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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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祝贺学长黄维垣院士90岁寿辰

2011年8月22日来函知:要为“黄维垣院士90华诞志庆集”题词（或贺函），并要在25

日前发送。我对学长黄院士十分佩服，只能再次祝贺黄院士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在院士会上就深深感到他热爱科学、热爱祖国、治学严谨、学风朴实、诲人不倦、

育人有成。也深深的佩服他：在新中国建立不久，怀着一颗赤字之心，冲破层层阻力投

入祖国的怀抱。

黄院士在有机化学特别是有机氟化学、国防工业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成果是众所周知

的。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的氟化学等腐蚀性气体色谱仪的研制中，一直到现在

还采用他们生产的氟油和氟塑料作为我们色谱仪中关键的色谱柱的填料。因此，学长黄

院士科研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众多的荣誉和奖章，以及在各个岗位上所做出的出色成

就，我是有亲身的体会。

再次祝福学长黄维垣院士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学弟：

2011年9月1日

尊敬的黄维垣先生：

欣闻先生90华诞将至，我谨致以诚挚的祝贺和衷心的祝愿！

先生和我是同时代人，我们都是五十年代前期冲破重重阻力

由美国返回祖国的，虽然不在同一单位工作，却一直保持联系。

先生回国以后应国家需要从事与国防有关的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

料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仅为我国氟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基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

成就，令我十分钦佩！先生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化学学报》主

编，并创建了《中国化学》为促进我国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

大贡献。先生治学严谨，待人谦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1991年

冬，先生受国家自然基金委委托，不辞劳苦率领专家组去兰州对

兰州大学应用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迄今我还记忆

犹新。

借此机会，我谨向您表示诚挚的敬意，祝先生生日快乐，健

康长寿，寿比南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六日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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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信

尊敬的黄维垣院士：

欣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将为您举办90华诞暨学术报告

会，我们谨代表中山大学化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全体师生向您致以

最诚挚的祝福和最美好的祝愿：

祝您健康长寿！祝论坛圆满成功！

您作为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奠基人，数

十年来，在氟化学研究道路上，艰辛开拓，勤奋耕耘，取得了累

累硕果，为我国有机氟化学的开创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您栽

培桃李，将掖后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化学人才。您严

谨的治学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您与我们美丽的康乐园有着难舍的情怀，康乐园记载着您孜

孜求学的足迹、潜心科研的身影，而您用心血和勤奋发扬了岭南

人的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精神，创造了一代辉煌！热忱地欢迎

您有空回康乐园看看，重温往日的美好时光！

再次衷心祝愿您幸福健康、桃李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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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贺电与贺信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长张涛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成都有机化学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所长刘维民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所长赵振堂

中国科学院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院长吴凯 

清华大学化学系 主任张希  系党委书记尉志武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院长刘育并全体师生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复旦大学化学系 系主任唐颐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常务副院长路庆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同济大学化学系 党总支书记吴庄生  系主任王雪峰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院长周翔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系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东华大学化学化工与生物工程学院 

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郑州大学化学系 党委书记白玉柱  系主任郭彦春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院长林保平  院党委书记肖健

上海大学化学系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农药与化学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院长钱逸泰  书记姜玮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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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和博士后时期（1938－1955）

我于1938年秋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当时由于抗日战争，沿海学校多数内迁，那年夏天协大刚从

福州搬来闽北古城邵武。我主修医学预科，学制三年，附属于化学系。三年中自然科学的课程包括普

通化学、生物学、物理学、有机化学和无机定量定性分析，还有脊椎动物学、电磁学和微积分等。我

虽然念得很顺利，而且在1941年秋天也获得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但由于当时许多北方及沿海

城市都已沦陷，从闽北到北平，交通并不容易，而且不久就发生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日美交战，使

我的学医希望化为泡影，所以只好留在协大，改修化学系。1941年秋季我开始做大学毕业论文，当时

协大的一位副教授林一先生利用富含松脂的松树根为原料进行干馏，制取“代汽油”，在福建建阳建

厂，副产品为一稠环芳烃，化学名字为Retene，其结构为1－甲基－7－异丙基菲，当时的化学系主任

王调馨教授建议我把这个副产品进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目的是综合利用，希望能把它转化为染料

之类的产品。实际上在那一年里，我做到的只是找到了去掉焦油，使原料便于结晶的方法，并做成了

结晶状的磺酸钾盐等一些已知衍生物，但在制备硝基化合物时，却没例外地得到黄色油脂状产物，无

法结晶纯化，当时只好不了了之。直到好多年后，我偶然从文献看到这些油脂状物是硝基衍生物的位

置异构体混合物，可以通过柱层析分离纯化，这在四十年代的协大，是不可能做到的。

协大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7年春天，有一个机会去广州岭南大学担任助教，我就离开福建前去

广州，并于当年秋季进入该校研究生院修读硕士学位。岭南大学是个私立学校，经费部分来自美国。

当时有不少师资是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教授，也有部分美籍教授，所以学习条件相当不错。

我的硕士论文是有关中草药葶苈的化学成分研究，内容包括提取，分离纯化以及化学结构的工作。我

从乙醇提取物中分离到一个结晶成分，但结果发现是一个已知化合物，在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一篇短

文，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学术论文。我于1949年夏天得到硕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孔宪保教授，他早年留

学美国，在Berkeley 加州大学得到博士学位。我毕业后留校担任讲师。

这年九月我被化学系选派去美国深造，当时化学系主任曾朝明教授是美国哈佛大学L.F. Fieser教

授的学生，二战时期曾在Fieser教授实验室参加萘醌类抗疟新药等的研究，二战结束后回到岭南，由

他向Fieser教授推荐我去哈佛念博士学位。但当时Fieser教授误会以为我已获得博士学位，所以给我一

个博士后的工作。等到弄清情况之后，我已来不及申请秋季入学了，但Fieser答应我可以先去他实验

室几个月，再申请第二年春季入学。这样子我就于1949年9月下旬抵达美国麻省Cambridge，1950年春

季正式入学。不过在1949年秋季，我就开始旁听研究生课程，也利用在实验室的有利条件，跟Fieser

的一位博士后，H.L. Holmes博士，做一个小课题，后来也发表短文于美国化学会会志。Fieser教授帮

我申请一个美国卫生署（NIH）的博士前研究经费（Predoctoral research grant），研究内容也成为我的

学位论文的一部分。我于1952年夏天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甾体化合物的化学转化>，其中一

部分内容是在牛胆酸的11－位引进氧功能团，这是一项试探性的工作，结合当时的热门课题，半合成

我的科研生涯 副肾激素，Cortisone,该化合物为一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新药。我们实验室成功地采用几种化学氧化的

方法，在甾体的11－位引进氧功能团。但不久其他科学家发现的微生物氧化方法引进11－位的氧功能

团，比我们更有效。

毕业后，由于当时的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所以留美的中国理工科学者都无获得离境回国的

许可。当时我得到Fieser教授的同意，留在他的实验室当博士后，直到美国移民局同意我离境回国时

为止，1955年4月我终于得到离境的通知，6月中就从旧金山搭乘邮轮回国，途经檀香山、马尼拉、横

滨至香港九龙，为期约三周。

在哈佛约六年，前三年学习，后三年博士后，除了发表一些甾体化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之外，还有

机会听到不少当代有机化学大师的学术报告，也养成了自由学术讨论的习惯，这时期的学术兴趣主要

集中在天然产物有机化学方面，包括合成、反应、立体化学、结构测定等，总之，初步掌握了进行有

机化学科研方法。

二、回国后的天然有机化学（1955－1958）

当时回国留学人员都要到北京高教部报到，在归国留学生招待所参加学习并联系工作。我于八

月初前往北京报到时途经上海，访问了当时在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工作的黄鸣龙教授，他于1952年左右

回国，之前他曾在哈佛大学Fieser教授实验室担任访问教授，以后去Rahway, N.J.的Merck药厂工作。我

于1949年秋天去哈佛时，他刚转去Merck，偶然也在一些周末回到Cambridge走走，所以我有机会认识

他，他的Wolff-Kishner改良法就是在哈佛时发现的。后来他是从美国取道欧洲回国的，当时他的工作

地址是在太原路，我去拜访他时，黄鸣龙先生向我介绍有机所的概况，并建议我争取去有机所工作。

后来在北京归国留学生招待所期间，北京的卫生部药物所（今为中国医科院药物所）也曾给我一个工

作机会。但由于当时我不太习惯北方的干燥气候，经常流鼻血，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去上海，这样就决

定了我今后在有机所的四十多年科研生涯，直到现在。

初到有机所时，当时所里的科研内容有两大部分，一为高分子科学，高研有王葆仁、钱人元、田

遇霖、朱秀昌等人，这部分于1956年迁往北京，成为化学所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为天然产物化学，高

研有庄长恭、汪猷、黄耀曾、梅斌夫、丁宏勋等人。庄长恭任所长，汪猷任副所长，但庄长恭先生因

健康情况欠佳，基本上不到所里，所以业务工作主要由汪先生负责主持，另有复旦大学化学系朱子清

教授在有机所兼职，当时的研究领域包括抗菌素、甾体、生物碱等方面。那年夏秋间，徐维铧、刘铸

晋和我三人先后来到有机所。徐维铧参加新抗菌素组和梅斌夫先生一道，刘铸晋参加生物碱组和朱子

清先生一道，我参加甾体化学组，自成一个小组，当时汪猷先生和丁宏勋也在甾体方面工作，他们研

究大豆中的甾醇以及维生素D的化学。我当时想开发猪胆酸做为甾体化合物的资源，同时也想了解国

内的甾体皂素和甾体强心苷的的资源情况，目的在于结合国内的具体情况和我的业务背景开展工作。

早在协大当助教时，我就对中草药的成分研究感兴趣。记得那时还能在图书馆看到赵承嘏教授

发表在中国生理学杂志中有关许多中药的化学成分研究，当时我也曾试图从中药使君子中提取结晶成

分，但没有成功。所以我初到有机所时，就找到了药物所的朱任宏教授，他曾跟赵老先生工作多年，

擅长于从中药中提取结晶成分。他给我一些他所积累的结晶成分，我们做了一些谱学测试（那时只有

成   长   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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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及可见光谱），衍生物制备及简单的化学转化，鉴定了结构，发表一些短文于化学学报。

1956年我开始招收研究生，那时尚未有学位制度，也没有成批招生，与所里科技人员不同的只是

研究生所做的课题是比较偏重于基础性的。所以我提出研究植物甾醇边链C－24的立体化学的课题，

成为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徐锦文，的论文题目。

三、任务带学科，氟有机化学（1958年迄今）

上述一些天然产物化学的工作还在初创时期，当时国内外形势却已发生一些重大变化。首先是

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发生的中苏矛盾，苏联撤退专家，影响了原有的科研秩序。我的天然产

物研究工作随之中断，首先参加了硼氢化学的工作。当时美国曾发表一些科技新闻报道认为硼氢化合

物可能是一类新的高能燃料，如果与元素氟配合可能成为新一代的高能推进剂，所以这些设想就以群

众运动的形式，安排在一些研究所。当时丁宏勋和我参加了硼氢的工作，黄耀曾和戴行义设计电解槽

制备元素氟。所里动用了大批人力物力，我们从头开始以硼酸三甲酯，氢化钠等为基本原料制备各种

硼氢化合物并进行烷基化。这个时期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太多的实际应用，但也扩大了我们的眼界，

为下一步参加新的任务做一些思想准备。

随后而来的一些任务比较现实，那是一些含氟材料的研制工作。我于1960年开始参加。在此之前

田遇霖、林文德、黄耀曾和戴行义等已经在聚四氟乙烯、电解氟化和电解制备元素氟方面分别进行一

些试探，与此同时，北京化学所和长春应化所也分别在进行氟橡胶和含氟共聚物的研制工作。1963年

中科院决定将氟化学的工作集中到上海，集中力量，形成特色。在这阶段的任务多数是仿制，成功后

再批量生产，提供应用。所以当时上海市调拨一个葡萄糖厂给有机所，经改造做为扩试和批量生产的

基地。这时经常组织一些跨部门的科研工作组即包括合成、性能测试及批量生产的联合攻关小组，便

于高效快捷地完成任务。

这个时期有关氟材料的工作，包括采用不同方法聚合的聚四氟乙烯、四氟乙烯的共聚物、偏氟乙

烯的共聚物，还有含氟聚氨酯、聚全氟苯、含氟油脂等。有机所在解决一些国防急需的含氟材料的供

应的同时，我们也从中学习到有关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并建立有关的科研手段和设施，为以后的科研

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这个时期，我继续招收一些研究生，论文选题一般是从任务工作中衍生出来的学术性工作，例

如，利用十硼氢做为有机试剂，利用芳基三氟化硫做为氟化试剂以及研究聚三氟氯乙烯的低分子量裂

解产物的结构及其形成机理等。

随着而来的是十年的文革动乱，大部分的正常工作都受到影响，我也有一段时间完全脱离了实验室。

由于种种原因，七十年代后期，不再有含氟材料的任务安排到有机所。所以我们逐渐参加一些民

用项目的研制和开发，包括防铬雾剂和氟碳代血液等。

“文革”结束后，拨乱返正，科研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78年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同时建立学

位制度，我的科研工作也开始走向一个新阶段。头一年，所里导师比较少，我一共招了三名研究生。

由于前一段时期做的都是仿造性的任务工作，所以这时候就想设计合成一些新型结构的材料或发展一

些新试剂。就在这个时期，研究生黄炳南在合成一个新的含氟单体的反应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

反应。这个反应将一个全氟烷基碘一步转化成为对应的全氟烷基亚磺酸盐，当时称之为亚磺化脱碘反

应。发现这个反应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使用了未经纯化去掉过氧化物杂质的二氧六环为共溶剂，另

一个原因是其他同学未能成功地重复他的实验结果。这就促使我们深入研究这个反应所以能够发生的

具体条件，从而发现必须有少量二氧六环的过氧化物存在，才能发生这个反应。之后我们的兴趣就转

向这个新反应的研究，一方面扩大反应底物的适用范围，发现全氟溴代烷，以及具有三氯甲基或二氯

一氟甲基端基的全氟卤化合物均能发生类似的脱卤亚磺化反应，另一方面我们还广泛寻找其他各种含

硫氧的无机酸盐，看看它们是否具有类似的反应性能，结果找到一系列的试剂体系均能引起亚磺化脱

卤反应。由于深入研究的结果，我们了解到真正的反应试剂是阴离子自由基SO3ˉ或SO2ˉ，而且反

应是经过单电子转移的过程，其间可能产生全氟烷基自由基，RF.，为了验证这些设想，我们又进行了

一些实验。其中之一，是在反应体系中加入烯烃，以捕获这些自由基，结果我们确实得到了全氟碘代

烷与烯烃的加成产物，而且抑制了亚磺化脱卤反应。从此我们又进一步开拓这一氟烷基化反应的适用

范围，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烯烃的反应性能，并延伸到炔烃、烯醚、以至于芳烃，杂环化合物等。这

些氟烷基产物还可以作为中间体进一步进行转化，例如合成氟烷基取代的各种类型的杂环化合物等。

用这一方法进行氟烷基化反应的特点在于反应条件极为温和，产率高，较经典的自由基引发体系有更

广泛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通过亚磺化脱卤反应，我们很方便地得到各类氟烷基亚磺酸盐，从而为研究其化学反应

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延伸到全氟烷基磺酰溴和磺酰碘的化学研究。

在这个阶段，我们发现了氟有机化学中的一个新反应，亚磺化脱卤反应，并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

研究，同时涉及全氟亚磺酸盐和全氟磺酰溴和全氟磺酰碘的化学，发展了全氟烷基化的新方法，应用

于合成各类氟烷基取代的有机化合物。

1978年以后的研究工作主要由研究生完成，他们年青、聪明、有干劲、也推动我进步。在我们工

作的过程中，其他同行也曾利用这些反应开发应用改良和发展，取得很好的成果。

1996年以来，我就不再招研究生了，1998年夏天最后一位研究生毕业。我从1938年进大学念书以

来，到今年已满七十三年。回顾这些年来的科研生涯，1958以前，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主要是甾体化

学和天然产物化学，后来开始接触硼氢化学，再转向氟有机化学，做一段任务工作。1978年以后，开

展氟有机化学方面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的研究，到现在也已满了30多年了。这些科研工作主要是结合当

时客观要求和条件进行的，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创造条件，促进学科的发展，希望能够做到两

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

黄维垣

2011年10月

成   长   经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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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

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化学系

协和大学化学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留校任化学系助教

考入广州岭南大学研究生院

岭南大学研究生院化学系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进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留在哈佛大学化学系任博士后研究员

乘船离美返回祖国

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从事天然产物化学研究

应国防建设的需求，转向硼氢有机化学研究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开始有机氟化学研究

赴英国考察工作

赴捷克考察工作

赴匈牙利、保加利亚考察工作

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全氟润滑油”获国家发明证书

赴法国考察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

赴罗马尼亚参加化学会年会

被聘为《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杂志编委，《化学学报》副主编

赴朝鲜民主共和国考察有机化学

赴美国考察高分子化学

当选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在上海市科技大会上被评为先进科技工作者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78.6-1984.1）

赴英国考察有机化学

赴美国参加氟化学会议并考察有机化学

作为中国化学、化学化工学会代表团成员赴芬兰列席第27届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学

术会议并参观芬兰大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当选上海市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全氟聚氨酯”、“聚全氟苯”分别获得国防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1年 

 7月

1982年 

 7月

 9月

1983年 

 8月

1984年 

 10月

1985年 6月

 8月

1986年 

 8月

 9月

 12月

1987年 

 4月

 5月

“人造卫星有机温控涂层”、“F650有机温控涂层”分别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

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甾体激素的合成及其反应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抑铬雾剂F-53”获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及国家发明三等奖

赴美国参加“1982年高分子论文报告会（IUPAC）”，报告题目：聚全氟三嗪的合

成研究

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受聘任《化学学报》英文版副主编

赴丹麦参加第32届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会议，当选为有机化学组增补成员，并在有

机化学组作“有机氟卤化物的脱卤亚磺化反应”报告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84.1-1987.5，1984.1-1984.7为代理所长）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1984.7-1988.6）

任上海市侨联主席（1984-1990）

赴日本参加“内藤天然产物论文报告会”并参观考察东北大学化学系，作“中国有

机化学研究的概况”报告

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赴波兰、保加利亚考察访问，在保加利亚科学院有机所

作“中国有机化学研究的概况与新发展”报告

赴民主德国参加第十一届国际氟化学学术会议，作“中国氟化学进展”报告，并赴

联邦德国访问，随后赴法国里昂参加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协会，当选为该会理事

(1985-1989)

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86-1990)

任同济大学兼职教授（1986-1990）

赴法国参加为纪念元素氟发现100周年举行的“氟化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被授

予Moissan（莫伊桑）奖章，以表彰其在氟化学研究和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

赴美国讲学、访问

赴英国参加IUPAC理事会

“亚磺化脱卤反应”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含氟和多氟烷基磺酸”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1987-1990）

赴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讲学，报告题目：亚磺化脱卤反应，合成C-C、C-S键的新

方法

作为有机化学考察组成员赴民主德国考察访问、讲学，报告题目：含氟烷基碘的合

成及反应

年   谱

1921年 12月15日

1938年 

1943年 

1947年 9月

1949年 

1950年 

1952年 

1955年 7月

 9月

1958年 6月

1960年 

1963年 10月

 11月

 12月

1964年 5月

1965年 2月

1966年 5月

 6月

1973年 

1975年 11月

1977年 5月

 12月

1978年

 6月

 11月

1979年 2月

 8月

 12月

1980年 



华诞志庆集
90

Huang Weiyuan

院
士

38 39

 6月

 8月

 11月

1988年 

 7月

 8月

 9月

1989年 

 7月

 8月

 9月

1990年 7月

1991年 

 7月

 8月

 9月

 12月

1992年 7月

 8月

 9月

1993年 

 6月

 7月

 8月

1994年 

 1月

 8月

 10月

1995年 

 8月

 9月

1996年 8月

 9月

1997年 7月

 8月

1998年 

 8月

2000年 7月

2001年 

2004年 

2010年 8月

赴南朝鲜参加“第四届亚洲化学会联合会”并出席“1987年亚洲化学学术会议”

赴美国参加国际氟化学学术会议

“第一代氟碳代血液化学合成与扩试”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88-1990）

任兰州大学应用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获国防科工委颁发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

“高比重氟溴油研制及其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亚磺化脱卤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赴美国参加第十二届国际氟化学会议，同时访问一些大学和公司并作报告及讨论

合作研究事宜

赴英国参加IUPAC理事会

任中国化学会执行主席

被聘为《化学学报》和《中国化学》主编

赴美国访问讲学，讨论合作研究事宜，作“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氟有机化学研究概

况”及“全氟烷基亚磺酸的化学”报告

赴瑞典参见IUPAC General Assembly和理事会，继续当选为理事（1989-1993）

赴西德访问及讲学

赴美国及德国访问，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纯粹和应用化学协会理事会，并代

表中国化学会汇报关于1993年将在北京召开的IUPAC Congress的筹备情况；

在德国顺访公司时，作“全氟烷基亚磺酸盐的化学”报告

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

赴日本和美国访问

赴德国参加第36届IUPAC General Assembly的理事会、Council会以及第60次理事会

参加第13届国际氟化学学术会议，报告题目“应用Na2S2O4及其他试剂体系进行全

氟烷基化”

赴日本参加悼念著名有机氟化学家石川延男的学术讨论会，报告题目：利用亚磺

化脱卤及其相关的试剂合成某些全氟烷基化的天然产物衍生物

赴美国访问Dupont公司，商讨合作研究事宜

访问美国DowCorning公司，进行学术交流，作题为“氟有机化学新进展”的报告

赴德国访问Dusseldorf大学和Hoechst公司，随后去英国参加IUPAC理事会

“三号氟碳代血液”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赴美国访问Dupont公司

应邀赴捷克参加“含氟单体及聚合物”学术论文报告会，代表IUPAC祝词，并作

题为“应用亚磺化脱卤及有关反应合成含氟单体”的报告；随后应邀去德国访

问海德堡马普医学研究所和KÖln大学有机化学研究所，并在马普医学研究所作题

为“氟有机化学新进展”的报告

赴葡萄牙参加IUPAC General Assembly的理事会及Council会议

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访问台湾一些大学及研究单位

赴横滨参加第14届国际氟化学会议，应邀作“2,2-二氢多氟烷基羧酸乙酯与亲核

试剂的反应”的报告，并参加International Steering Committee会议

赴美国访问DuPont公司

应日本Mektron株式会社邀请，到该公司开发部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作题为“

硫含氧酸盐引发的亚磺化脱卤和全氟烷基化反应”的报告，访问公司Experimental 

Station，会见公司副总裁J. A. Miller，商讨合作研究事宜

任上海三维药物中心主任

“全氟和多氟烷基亚磺酸盐及磺酰卤的化学”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赴美国访问Dupont公司Experimental Stantion及农化部

访问美国Clemson大学化学系，作题为“亚磺化脱卤试剂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的报告，并与该系教授座谈

应邀赴德国Bremen大学参加Mews教授组织的中德氟化学报告会，报告题目同上

赴斯洛文尼亚参加第11届欧洲氟化学会议，作题为“应用RFI/Na2S2O4试剂体系合

成氟烷基取代环状化合物的研究”的报告

赴美国访问DuPont公司

赴德国访问Hoechst公司，商讨合作研究事宜

赴美国访问DowElanco公司，作“亚磺化脱卤反应”报告

赴加拿大参加第15届国际氟化学会议

获陈嘉庚化学奖

“亚磺化脱卤反应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赴德国柏林参加第十二届欧洲氟化学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赴英国参加第16届国际氟化学会议

“复杂性视网膜玻璃体手术中国产全氟奈烷的应用”获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赴美国定居

回上海了解指导工作

年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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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国家发明证书

国防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国防科委科技成果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

国家发明三等奖

国家发明三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国家发明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高校科学技术二等奖

时间

1965年

1980年

1980年

1980年

1981年

1981年

1982年

1982年

1986年

1988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93年

1998年

2001年

成果名称

全氟润滑油

含氟聚氨酯

聚全氟苯

新型铬雾抑制剂F-53

人造卫星有机温控涂层

F650有机温控涂层

甾体激素的合成及甾体反应的研究

抑铬雾剂F-53及其制备

亚磺化脱卤反应

全氟和多氟烷基磺酸

第一代氟碳代血液化学合成与扩试

高比重氟溴油研制及其应用

三号氟碳代血液

亚磺化脱卤反应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复杂性视网膜玻璃体手术中国产全氟萘烷的应用

时间

1964年

1975年

1978年

1979年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6年

1988年

1994年

1998年

类别

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上海市第七届人大代表

上海市先进科技工作者

上海市劳动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上海市优秀党员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Moissan（莫伊桑）奖章

国防科工委“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

何梁何利基金奖

陈嘉庚化学奖

成 果 荣 誉

在陈嘉庚奖颁奖典礼上（1998年，左二，新加坡） 接受Moissan奖章（1986年，法国巴黎）

荣   誉   与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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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and photo picture of Prof. Huang

Synthesis of 1,3-dialkyl imidazolium ionic liquids 
containing difunctional and tetrafunctional 
perfluoroalkylsulfonyl imide anions

An Improved, Efficient Route to 2,2-
difluoroethenylbenzenes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trifluoromethyl- containing alcohols with 
Ruppert’s reagent

Facile Synthesis of α-Monofluoromethyl 
Alcohols: Nucleophilic Monofluoromethylation 
of Aldehydes Using TMSCF(SO2Ph)2

Synthesis and molecular structure of a 
perfluorinated pyridyl carbanion

Preparation of (Z)-1-fluoro-1-alkenyl 
carboxylates, carbonates and carbamates 
through chromium mediated transformation 
of dibromofluoromethylcarbinyl esters and the 
reactivity as double acyl group donors

NHC-Catalyzed Generation of Difluorocarben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ifluoromethylation of 
Oxygen Nucleophiles

Simple Synthesis of 1,1-Bis(trifluoromethyl)
cyclopropanes

Me3SiCF3/AgF/Cu - a new reagents combination 
for selective trifluoromethylation of various 
organic halides by trifluoromethylcopper, CuCF3

Optimization of the photochemical generation 
of trifluoronitromethane, CF3NO2, and a 
refined purification technique

Fluorinated Sulfonate Surfactants

Palladium-Catalyzed Direct a-Arylation of 
a-Fluoroketones: A Straightforward Route to 
a-Fluoroa-Arylketones

Prof. Qing-Yun Chen

Prof. Darryl D. Des Marteau

Prof. D. J. Burton

Prof. Jean’ne M. Shreeve

Prof. G. S. K. Prakash

Prof. Graham Sandford

Prof. Takeo Taguchi

Prof. Junji Ichikawa

Viacheslav A. Petrov

Dr. W.E. Tyrra

Prof. Joseph S. Thrasher

Sheng Peng

Prof. Feng-Ling Qing

Shanghai Institute of 
Organic Chemistry

Clems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owa

Univ of Idaho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Dur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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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眼中的黄先生

高山景行 士之楷模

黄维垣先生是世界知名氟化学家，我国氟化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当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六十多年来在他参与、带领和影响下，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和多个部门的共同协作，改变了我国氟矿丰富却无氟化学和氟工

业的难堪局面。时至今日，在氟化工业产品上，可以说，外国人有的我们

基本上都有了（虽然众多的质量问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从氟化学基

础研究来看，我们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被外国人赞为“上海氟化学”，

以及2005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氟化学会议，标志着世界氟化学

同行对我国氟化学的认可。所有这些成就无不与黄先生的贡献有关。今年

适逢黄先生九十华诞，他的同事、学生以至同行都为之欢欣鼓舞，深感自

豪和骄傲。

我1963年由中科院化学所奉命调入上海有机所，那时黄先生是室主

任，蒋锡夔先生是大组长，在他们的领导下从事偏氟乙烯的调聚反应的研

究。后由于国防工作的需要，我改做高能粘合剂的研究，便直接在黄先生

指导下工作。先生对工作要求既严格又放手，那种任务第一，个人兴趣第

二的思想，给我终身的启迪。文革初期，我被分配到实验厂09组，从事高

能炸药氟氮化合物的研究，三年后回到所里又一次与黄先生一起从事抑铬

雾剂F-53的研制。1982年终于完成了中国独创的抑铬雾剂，为环保作出了

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完成了“全氟磺酸及其衍生物的化学”，发表在S. 

Patai, Z. Rupport主编的The chemistry of sulfonic acids, esters and their deriva-

tives系列丛书上（1991年）。其后，我们又合写了一篇中国氟化学进展的

综述。最重要的是1981年黄先生和他的学生首次发现了脱卤亚磺化反应，

在其后二十多年中黄先生指导他的学生们深入、扩大和完善了这一反应，

使之成为当今把氟烷基引入有机分子最重要方法之一，经常被国外同行采

用，为国家争得荣誉。1999年我的学生在一次偶然的实验中，把通常用的

水/乙腈改为二甲基亚砜，发现对于全氟烷基氯也可实用，从而进一步扩大

应用范围。所有这些说明，黄先生并不是不重视基础研究，只是总把国家

的任务放在第一位。 

由于我在前苏联留学，虽然在北大西语系学过一年的英文，但开始用

英文撰著论文时，遇到一些困难，黄先生总是细心地帮我修改，而且往往

是第一天给他稿件，第二天他就修改完毕，有时还会把论文中自己的署名

删去。黄先生严谨治学，谦和待人，乐于助人的性格特点，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不仅对我，而且对任何有求与他的人都一视同仁，从未见过他

对谁发过脾气。他这种崇高的品格，确实令人敬佩。

1979年初，中国尚未完全对外开放，黄先生、冯允恭和我第一次以中

国化学会的名义应邀参加在美国佛罗里达举办的冬季氟化学会议。在黄先

生的带领下，我们先后访问了杜邦公司、3M公司、太湖公司以及哈佛大学

等四所大学，沿途并由我做了“全氟醚基磺酸的合成和应用”的报告，历

时一个多月。此行真使我们开放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结识了众多的国际

同行，受益匪浅。正当回到北京时，我们才知道要向院部做出书面汇报。

我和冯允恭想，大概还要在北京再停留一周。但没想的是黄先生在飞机上

早就写好了初稿，稍加修改后，即上交完成任务，第二天便离京返沪。我

们真是佩服黄先生这种高效、细心周到的办事方式。

黄先生是我学习的榜样，这是因为他无论在人生的低谷或高潮，都坚

守忠于祖国的信念，急国家所急，绝无一己的私心。在祖国最需要他时，

毅然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为国防建设之需求义无反顾地放弃他心爱的天

然产物化学研究，转向有机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文革后重返科研一

线，却从未对文革期间所遭受的不公待遇有过任何怨言。为了提高我国化

学期刊的影响力，他甚至把脱卤亚磺化反应这个举世公认的创新方法的研

究结果，不投国外名刊，而连续多年在国内期刊如《化学学报》、《中国

化学》等刊物上发表，相比之下会使得今天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汗

颜。

十年前在庆贺黄先生八十华诞时我曾经引用过孔子的学生颜回的

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来表达我对黄先生

学识和人品的崇拜之情。今有幸为黄先生庆贺九十寿辰，崇敬之情乃随时

光荏苒而愈久弥坚。祝愿黄先生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陈庆云

庆   贺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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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眼中的黄维垣老师

我于1986年8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作为一年级的新生，我们在位

于3号楼6层的教室上课。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进出三号楼的时候，都能在右边墙壁的橱窗里看见三位

德高望重的学部委员照片，他们是汪猷、黄维垣、黄耀曾先生，其中黄维垣先生照片下面的标注是“

我国氟化学工业的奠基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在电梯里面偶尔遇见黄维垣先生，他总是默默无语，

微微低着头，不由让人肃然起敬。当时，我从没有想过，我会成为黄维垣先生的学生。

第1年的基础课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开始选导师了（当然导师也要选学生），研究生部的老师

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去找所有的老师谈谈，当时最热门的研究方向是复杂天然产物的全合成，因为有

机合成尤其是复杂天然产物的合成是一门艺术。我当时找的第一个老师就是从事复杂天然产物全合成

的，似乎老师对我也挺满意的。我从这位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感觉很轻松，突发奇想，为何不借此机

会去找一下令人尊敬的黄维垣老师谈谈呢？当天下午，我来到3号楼5层东边黄维垣老师的办公室，第

一个印入眼帘的就是黄维垣老师办公室上方的铭牌“黄维垣”三个字前面被撕去了两个字，后来才知

道是“所长”两个字，听说是黄老师自己撕去的。看到黄老师不在，我有点失望，就进入黄老师办公

室隔壁何钰清老师的实验室，与何老师、胡里清、柴融谊等几位师兄聊天，听他们讲了很多黄老师的

事情。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该实验室呆了整整一个下午，我暗暗下定决心，我要当黄老师的学生。第

二天一大早，我七点左右就来到黄老师办公室的门口等候，大约八点左右，黄维垣老师来了，他打开

办公室的门，将我让进办公室，我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首先表示非常感谢，然后在白板上开始讲他

的想法，并给了我一篇学术论文的单行本，让我回去看看。短短的10多分钟，我就离开了，黄老师一

直送我到门口，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多分钟，但是，黄老师的人格魅力、道家风范让我终身难忘！就这

样，我成了黄老师的学生，由此开始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在5年的研究生阶段，我印象最深的是，黄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做研究工作，一要创新、二要更

好，每周课题组讨论工作时，黄老师的言语不多，总是鼓励我们多想、多试，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独

立地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在博士生阶段，黄老师让我起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申请书，我

至今还记得，是关于含氟天然产物的合成研究，后来获得了5万元科研经费的资助。此外，黄老师还

让我参与了和德国Hoechst公司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是关于全氟辛基溴化物的合成工艺研究。黄老

师对我说，在从事基础研究的同时，抽出相当于每周一天的时间，开展工业界提出的研究课题。1991

年，我博士毕业后，留在黄老师的课题组继续开展氟化学研究工作，除了继续参与国际合作项目研究

之外，还协助黄老师指导新进实验室的师弟、师妹。当时，我只是按照黄老师的要求去做，今天回想

这一切，我深深体会了黄老师对学生的全面培养。1992年夏天，黄老师从国外访问回来，他对我说，

你愿意去美国杜邦公司做博士后吗？这是当时做梦也梦不到的事情！美国杜邦公司是世界氟化学工业

的摇篮，氟化学工业发展历史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离不开杜邦公司，当然也是从事氟化学研究人员向

往的地方。在黄老师的推荐下，杜邦公司中央研究与发展中心（CR&D）通过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向

我发放了IAP-66表格（J-1 Visa）。1993年初，我来到举世闻名的、位于特拉华州Wilmington市的美国

杜邦公司Experimental Station，开展氟化学和含氟材料的研究工作，使我有

机会深入了解世界著名跨国公司是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这段经历使我受

益终生。

1996年10月，我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林国强所长

去机场接我，希望我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我十分惊讶，一是没有人事先告

诉我，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我没有多加思考，在回国后的第

二天，在没有接到正式任命书的情况下，就坐进了计划处长的办公室。后

来才知道，所领导征求了黄老师的意见，由此开始了影响我一生的另一段

重要的经历。在我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后，黄老师多次对我说，要处理好同

辈之间的关系，做好服务工作。目前，我早已离开了科研管理工作岗位，

我也没有问过黄老师，不知道是否辜负黄老师对我的教诲？

作为黄老师的学生，20多年来，我深深地被黄老师的学问、为人所

感染。他长期担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他几乎参加了每一位学生的论文答

辩，为了培养年轻导师，黄老师主动提出不再招收研究生。他长期担任《

化学学报》和《中国化学》的主编，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每天下

班，他的公文包里面均塞满了需要审核的论文，我经常看到，黄老师对审

核的论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有时对某些英文稿件甚至到了重写的地步。

这些工作严重损害了黄老师的眼睛健康，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多次陪黄老

师去五官科医院看眼睛，但是，从没有听过黄老师的半句怨言。黄老师是

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但是，他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他是一个好丈夫，

多年照顾患病的师母；他更是一个好父亲，曾每周奔波数小时去奉贤看望

在农场工作的女儿。

作为黄老师的学生，我深感荣幸，作为黄老师的学生，我又深感惭

愧，黄老师的学问、为人让我高不可及，唯有永记黄老师的教诲，战战兢

兢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

衷心祝愿黄老师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吕龙

庆   贺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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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s Note - May contain trace amounts of the following: Plagiarism, lies, exaggerations, 
and pop culture references. Processed in a facility that also processes peanuts.

No one can choose thei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That being said, we think it’s pretty clear that 
we’ve won the genetic lottery. Not only has 外公 passed on to all of us his handsome and svelte 
figure, he is also the WBGP (Wonderfully Bulimic Giant Panda, or World’s Best Grandpa, take 
your pick), a best friend, a positive role model, a fancy professor, and the WBBS (we’re being told 
this stands for World’s Best Babysitter, but I thought it was Whimsical Bouncing Balloon Shark). 
And he doesn’t demand a dime for his efforts. (The pecuniary system in our house is restricted to 
Girl Scout badges and sparkly pens, making him the envy of every young girl in the neighborhood) 
Although we’ve only known him for roughly 20 of his 90 years, not only is he the kindest and most 
considerate person we’ve ever met, he also has the most docile reaction to being locked out of the 
house by naughty children known to man.

Ask our grandfather why he is so special and he’ll probably say, “Huh?” because he didn’t hear 
you properly. Then he will probably point and laugh at a cat. But we know why he is so special: 
despite his Merlin-meets-Dumbledore-plus-Gandalf intelligence, he chooses not to don a pointy 
wizard’s hat, but instead to keep his head down (sometimes literally, and we say this because we 
reprimanded him for this several minutes ago, after all, he could crash into something!) and talk 
to cats (傢伙！白猫！黑猫！哈哈！). He is the epitome of modesty. He dresses in the same 
nondescript cotton button-down collared shirt and grey trousers that you see him wear in photos 
from the 1950s. He prefers to cling to his old possessions rather than buy new ones, no matter how 
worn or dilapidated they are. He mends his old socks even when he has new ones, goes on to mend 
towels that have been torn apart by the washing machine, and is most distressed at the prospect of 
having to buy new shoes. Our grandfather is a man of few words, but that just makes the moments 
when he speaks more significant and meaningful. He teaches more by example than words.

Let’s take a minute (or seven, depending on how slow of a reader you are) to reflect on the 
unrelenting stream of kindness that gushes forth from his person. As an example, we’ll talk about 

our cats, but if you like, you can reminisce on your own. We’ll meet you 
at the top of the next paragraph. Back to the cats. We recently walked in 
on 外公 taking a nap in his room. Normal people nap with their bodies 
positioned on their bed. By this standard, he is only 86% normal. His 
torso was resting on the bed, but his feet were rested on his chair, which 
he had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and padded for maximum comfort. If 
you’d like a visual, he strongly resembled 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 Why 
go to all this trouble? One of our cats loves to nap on his bed. And 外
公 thought to himself, “What if 白猫 wants to take a nap and my feet 
are in the way? The world would end! The stock market would crash 
and children would go hungry!” Hence the strangely positioned body. In 
other matters, he never loses his temper, never tries to convince others 
with hurtful words, and never raises his voice. He is a person who makes 
you, in turn, want to be a nicer, better person.

We admit to being ignorant as to how many scientific papers he has 
published, how many substances he has synthesized and subsequently 
named after various mythical sea monsters (iso-lochnesspropanol is a 
crucial ingredient in most commercial hair thickeners), and just how 
many random consonants have been placed after his name. But we do 
know that we love him very much. We also know that he occasionally 
sleeps with his mouth open.

儿孙眼中的黄先生

庆   贺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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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左一）

1935年 （右二）

1921年12月15日黄维垣出生于福建莆田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图（前排右四）为1923年夏拍摄的照片，后排右二为父亲，前排左五为母亲

成   长   历   程

1938年1937年 （右一）1936年

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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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与大学同学合影（左一） 1940年在协和大学学习

1941年在协和大学参加数理学社（后排左一）

1945年在协和大学
任化学系助教时（
前排左一）

在岭南大学

1943年在协和大学
获理学士学位

1949年岭南大学获
硕士学位

1949年在岭南大学实验室1948年在岭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1949年 1949年

在协和大学

成   长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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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美国哈佛大学Fieser教授）

1950年在哈佛雕像前

在美国

1952年在实验室（右一）

成   长   历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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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历   程

1950年与同学郊游（后排左四） 1951年在哈佛大学实验室

1952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 1953年与哈佛同学合影（左二）

1954年在哈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954年

1955年在洛杉矶 1955年，右二

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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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1974年在北京

1963年在保加利亚

1975年在朝鲜

1973年在五七干校 (右三)

成   长   历   程

1955年回国，广州 (右二)

1955年回国，北京(左一)

1955年归国途中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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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Alaska Cruise 途中

2010年回国，有机所 2010年参观世博会在美国家中

成   长   历   程

1979年

80年代在办公室工作

1982年在办公室

1978年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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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1954
年，New Hamp-
shire,第五排右三)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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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访问捷克（左一）

1966赴罗马尼亚参加化学会年会
（右二，右一为汪猷先生）

1966年访问法国（右一） 1975年访问朝鲜（右一）

1963年访问保加利亚

1965年访问保加利亚（右二）

1965年访问莫斯科（左一）
1963年访问匈牙利（左三）

1972年接待朝鲜代表团（前排左四）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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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哈佛大学
（右二，右一为E.J.Corey教授）

接受C&EN记者采访

访问ACS.Washington DC(左四)

访问美国加州大
学Berkeley分校
（右四）

访问UCB（左三）

访问NYCC（前排左四）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1977年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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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访问英国（前排左五）

与Iowa大学Burton教授交谈（左二） 与Tamborski教授交流 （左二）

1978年访英期间
与 D.C Bradley
教授（左二）座
谈（左一）

访问美国3M公司（左二）

参加美国冬季氟化学会议（左五）

1978年访问法国（右一） 与著名化学家R.Hoffmann教授在一起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1979年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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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在中美天然有机化学会议期间与刘铸晋（左一）和欧阳本伟（右一）

1980年中美天然有机化学讨论会（二排左六）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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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参加汉城亚洲化学会议（左三，右三为Burton教授）

1979年芬兰参加第27届IUPAC 学术会议

1984年访问日本
1986年与法国氟化学家P.Hagemuller在一
起（巴黎市长招待会）

1990年在中日氟化学会议上与美国氟
化学家DeMarteau教授交流

1990年参加IUPAC会议期间与N.Sheppard教
授交流（Milan,Italy）

1979年接待韩国代表团（右三）

1983年与汪猷院士一起接待Sloviter教授

1980年接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A.J.Jencha教授

1997年接待R.R.Ernst教授来访1990年接待著名有机化学家Sharpless夫妇
（右四）

国   际   学   术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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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学   术   交   流

1974年，兰州 
（右二 ）

1979年，成都（右二 ）1964年，西安 （右一 ）

1958年，新安江（前排左一 ）

1957年，韶山（左一 ）

1957年，长沙（左一 ）

1958年，大连（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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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参加学部主席团会议（后排左四）

1996年2月8日市委、市府领导会见1995上海市科技获奖者（前排左一）

2001年参加上海侨联活动（左三）

1997年参加上海欧美同学会院士国庆茶话会（二排左六）

1981年参加市人代会（左二）

1982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排右二）

1986年在上海分院接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严济慈（三排右二）

社   会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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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与黄志镗（右一）、蒋锡夔（右二）、
徐纪平（右四）

1957年与孟威廉（左一）、汪猷（左二）、
黄鸣龙（左三）

1963年与冯德培 1978年与高怡生（右一）、蒋锡夔（右二）

1956年与黄鸣龙（左一）、黄耀曾（左二）

1955年与zhangjuhuai

1962年与同事合影（二排右四）

1961年与研究室同事游上海龙华公园
（前排左五）

1978年与同事(左四)1958年与丁宏勋

1964年与戴立信（右二）、胡兴州（右三）

友   好   情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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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与黄乃正

1986年与苏宗良（左一）

2010年与唐勇

2010年与朱道本

2010年与袁承业（左一）、陆熙炎（左三） 2010年与陈庆云（右二）、林国强（右三）

1993年与黄志镗（左一）、陆熙炎（左二）
和周维善（左四）

1990年与邢其毅（左一）

1993年与黄耀曾（左一）、吴征铠（左
二）、苏步青（左三） 和汪猷（左四）

2010年与麻生明

2010年与丁奎岭（右一）、郏静芳（右二）、
马大为（右四）2010年与徐尚贤（左一）、姚介兴（左三）

2010年与惠永正（右二）、肖文鹃（左一）、
吕龙（右一）

友   好   情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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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回国座谈会

2010年与
钱长涛（右一）
陈国敦（右二）
唐松青（右三）

2010年与
王永禄（右一）
曾毓华（右二）
计国桢（右三）
吉景顺（右四）
吴毓林（右五）

1995年75岁生日与
计国桢（左一）
丁渝（左二）
夫人（左三）
林国强（右二）
王龙根（右一）

2010年与
骆昌平（左一）
郭彩云（左二）
王永禄（左三） 
陈国敦（左四）
张元发（左五）
曾毓华（右三）
高养馨（右二）
何钰清（右一）

2001年80岁生日与
姜标

友   好   情   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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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陈玉凤女士1955年与夫人在北京1947年与夫人

1959年与大女儿

1981年与小女儿

1939年与父母、弟、妹

与弟、弟媳、大外孙女

父亲

母亲

1984年与夫人

1986年春节合家欢

幸   福   家   庭

1986年与弟、妹、外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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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女儿一家与大女儿一家

幸   福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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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福   家   庭

2011年大外孙女毕业典礼（Berkeley）

2010年与小外孙女

2011年夏与两个外孙女

与儿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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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李   芬   芳

姓    名      入学年份       供职单位    E-Mail

徐锦文        1956 已退休 

梁薇熙       1960 已退休 

汤济宏       1962 已过世 

郭彩云       1962 已退休     shujz1938@163.com

胡昌明       1963 已过世 

史孝雨       1965 已退休 

黄炳南       1978 已退休     echonan@yahoo.com

张龙庆       1978 已退休 

陆亨尧        1978  

侯雪龙       1980 上海有机所    xlhou@sioc.ac.cn

王巍       1981 无锡中美亿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执行长兼首席科学家  e.chipbio@gmail.com

周学民       1981 SiPix Imaging, Inc.   xueminz@yahoo.com

黄斌       1982 苏州莫立克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bhuang9138@gmail.com

陈俭龙       1982 美国GlSyntheisi Inc.   jan.chen@glsynthesis.com

钱昭辉       1983  

胡里清      1984  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huliqing@mail.online.sh.cn

谢银保       1985 杜邦（中国）公司   Bob-Yin-Bao.Xie@chn.dupont.com

谢渊       1986 Tyco Fire Protection Products  yxie89@yahoo.com

吕龙       1986 上海有机所    lulong@sioc.ac.cn

吴永明       1986 上海有机所    ymwu@sioc.ac.cn

马武平       1987 Synchem Inc.    wm@synchem.com

刘金涛       1987 上海有机所    jtliu@sioc.ac.cn

庄锦连       1987 中国人民银行宿迁市中心支行  sq88882809@163.com

张汉忠       1988 Broadpharm. 公司   hzhang@broadpharm.com

赵刚       1988 上海有机所    zhaog@sioc.ac.cn

金富强       1988 澳赛诺化工有限公司   info@allsinochem.com

李瑞清       1988 已过世 

英伟文       1989 Synta Pharmaceuticals   weiwenying@yahoo.com

吴范宏       1989 华东理工大学    wfh@ecust.edu.cn

刘岩松       1990 Senior Manager, 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ies，LifeCell Corporation ysliu88@yahoo.com

杨进       1990 美国加州Seeo Inc公司   drjyang@yahoo.com

余洪斌       1991 纽约瓦格那大学化学系  hong-bin.yu@wagner.edu

张丽       1993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zhli01@yahoo.com 

张学春       1995 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  zxuechun@yahoo.com

魏启华       2001 江苏科菲特生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wei@keylab-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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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李   芬   芳

指导研究生工作 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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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故乡陕北高原恭贺老师九十

华诞——感谢老师教导,祝老师健

康快乐!    

 
62届学生郭彩云

桃   李   芬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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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恩师：

福比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学生马武平

携

董惠，马佳骏，马思阳，马协成

敬上

二零一一年十月于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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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

您不仅教给了我知识，更通过言传身
教教给了我做人做事的态度。在我人
生最重要的阶段能得到您的指导不仅
是我的幸运，更让我受益终身。

衷心感谢您，黄老师！敬祝您健康、
长寿。九十华诞生日快乐！

                                        学生： 张学春

桃   李   芬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