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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荣教授：我的求学之路 

 

李友荣 

（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教授）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 2022 年 3 月 25 日李友荣教授给我们寄来他写的《我的求学之路》一文，很有启发意义，特转发。李

友荣教授生在成都，读大学前也都是在成都生活。因为我们“文革”前读大学，是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是

在“文革”中结交的“复课闹革命”的朋友。李友荣同学和我们就像电视剧《火红年华》一样，1970 年从武汉钢

铁学院毕业，分配到大三线建设的 18 冶金建设公司（重庆），投身到川南钢铁、矿山的建设中。现在他已是

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模范教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2 项。 

[李友荣 . 李友荣教授：我的求学之路 . Academ Arena 2024;16(8):36-41]. ISSN 1553-992X (print); ISSN 

2158-771X (online).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07.doi:10.7537/marsaaj1608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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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 年 3 月 25 日李友荣教授给我们寄

来他写的《我的求学之路》一文，很有启发意义，

特转发。李友荣教授生在成都，读大学前也都是在

成都生活。因为我们“文革”前读大学，是同专业不

同年级的学生，是在“文革”中结交的“复课闹革命”

的朋友。李友荣同学和我们就像电视剧《火红年华》

一样，1970 年从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到大三线

建设的 18 冶金建设公司（重庆），投身到川南钢铁、

矿山的建设中。现在他已是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

化学院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全国模范教师，湖北省

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2 项。

授权发明专利 6 项，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出版

专著《机械振动理论及其应用》、《随机振动》2 部。

而武汉科技大学机械自动化学院（原机械系演变而

来）现有本科生 2500 左右（每年招生 600 多人），

硕士研究生近 1000 人（每年招收 300 多人），博士

研究生 80 余人（每年招收 20 多人）；现设有机械工

程、机械电子工程、测控技术与仪器、工业工程、

先进制造等专业。李友荣教授和我们的分开，是 1978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后，他从 18 冶二公司工人、技术

员、技术组长，考起武汉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朱

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1981 年毕业留学，1984 年到

浙江大学力学系进修，从 1982 年至今是武汉科技大

学（原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现机械学院）讲师、

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系主任、

省重点实验室主任。 

 

 

1 本科学习 

1.1 武汉钢铁学院收留了我 

1964 年我从成都第 14 中学（蜀华中学）高中毕

业。当时高考志愿可以填报 20 所学校，重点院校（全

国共 30 多所）可填报 10 所，一般院校（全国共 300

多所）可填报 10 所，武汉钢铁学院是我填报的一般

院校中的第 7 志愿。由于父亲是右派（1962 年摘帽，

是“摘帽右派”），其他高校都不录取我。当年武汉钢

铁学院到四川招生的是时任机电系团总支书记的胡

仁信老师，胡老师查看了我的档案，也不敢作主，

于是打长途电话向尹北岑院长请示。尹院长听取了

胡老师报告的我的高考成绩后，说“你把他带回来

吧”，于是我被录取到武汉钢铁学院机电系冶金机械

专业（是当年全校高考录取分数最高者）。 

 

1.2 学习基础理论 

当时冶金机械专业本科的学制是 5 年。因我在

高中阶段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因此级队（机电系

64 级 5 个班（冶机 3 个班，自动化 2 个班）为一个

级队）指导员李志坚老师和级队长李毓麟老师便指

定我为冶机 6416 班（“64”表示进校年份，“16”是班

的序号（从 1958 年开始累计），本年级有冶机 6416、

冶机 6417、冶机 6418 共三个班）的班长（这个班长

我一直当到毕业）。从 1964 年 9 月到 1966 年 5 月（文

化大革命开始停课）近两年的时间，我学了俄语、

高等数学、画法几何与机械制图、普通物理、普通

化学、理论力学、材料力学、金属工艺学及金工实

习等课程及相应的实验，能够看懂各门课相应的俄

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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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复课闹革命 

1.3.1 教改调查 

1968 年（文革中）开始“复课闹革命”，冶金机

械专业的部分教师和学生组织“教改调查组”，几个

小组分赴武钢、上海、太原等地钢铁、重型机械企

业调查研究，了解钢铁、重机企业对技术人材知识

结构的需求，从而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我随同吴中

心老师等到上钢三厂等企业调研，我们白天到生产

车间深入班组与工人、技术人员交谈，晚上回厂招

待所整理调研资料。回校后几个调研小组汇总调研

材料，形成了冶金机械专业新的培养初步方案，当

然这些活动都是“民间”自已组织的活动（差旅费由

学校报销）。这是我第一次到钢铁生产现场，被宏伟

的钢铁生产场景所震憾，开启了我的“工程观念”形

成。 

 

1.3.2“文革”中继续坚持学习 

在 1968 年的“复课闹革命”中，64 级冶金机械专

业的大部分同学（80%左右）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进

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请老师们来上课。我们请

陈顽石老师讲授“互换性与公差配合”，请袁克美老

师讲授“机械原理”，请过玉卿老师讲授“机械零件（机

械设计）”和“起重运输机械”。在过玉卿老师指导下，

我完成了桥式起重机的课程设计，该设计包括起升

机构、小车及大车的机械及结构设计，其设计工作

量远大于现今机械类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奠定了我

后来从事机械设计的基础。 

 

1.3.3 到武钢实习 

1969 年至 1970 年 9 月，学校安排我们到武钢实

习。我先后在武钢机械制造总厂（机总）、武汉冶金

机械修造厂（武治机修）、武钢 4#高炉建设工地实习。

在武钢机总，我在铸造车间及锻压车间实习，铸造

车间的包师傅（8 级工，从鞍钢来的）仔细耐心地指

导我。在武冶机修结构车间（武钢除高炉炉体是武

汉锅炉厂生产的外，所有从车间外看得见的结构（高

炉热风炉、各种大型管道及结构）都是该车间生产

的），我的师傅杨师傅是 5 级铆工，上世纪五十年代

毕业于黄石技校，理论和实践经验很丰富。杨师傅

手把手教我，使我掌握了铆工的基本技能，为我后

来在重庆 18 冶施工钢结构厂房、龙门吊车和各种钢

结构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武钢实习期间，我们

每人每月有 18 元的生活补贴（当时伙食费为每月

13.5 元），我还吃到每月 48 斤的粮食定量（锻工定

量，当时学生定量为 35 斤/月）。 

 

2 第 18 冶金建设公司 

1970 年 10 月底，武汉钢铁学院 69 届、70 届学

生分配工作，我和机电系共 70 名同学分配到第 18

冶金建设公司（重庆，简称 18 冶），我分配到 18 冶

2 公司机动科（既是管理部门，也是机修车间，共

200 多人）。该科当年共接收 12 名大学毕业生，其中

武汉钢铁学院机电系 8 人、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

学）1 人、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1 人、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1 人、昆

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1 人。 

 

2.1 钳工学徒 

我被分配到钳工 1 班当钳工，班长李师傅、我

的师傅徐师傅都是原重庆钢铁公司（重钢）的老工

人。我跟着他们学锯、錾、锉、刮、钻等钳工的基

本操作，并跟随师傅们一起去检修设备。凡有设备

的非标零件破损时，我便当场测绘草图并画为正式

零件图送到加工车间进行加工，由于我在校时机械

制图学得好，因此我画出的图特别准确且漂亮，深

受科领导及师傅们的称赞。由于工作需要，我在钳

工 1班工作约半年以后，就调到科技术组任技术员。 

 

2.2 翻译资料 

1971 年，当时重庆（估计全国也都差不多）因

电力紧张而经常停电，但一些重点工程施工是不能

停电的。正好公司从前苏联买了一台 75kW 的柴油

发电机，但说明书（共 13 册、一整箱）全是俄文的，

操作人员看不懂，不敢开机。我由于在校时就坚持

每学一门课就同时看相应的俄文教材，因此对俄文

较熟，所以我向领导提出由我来翻译说明书。我虽

借助俄文字典能看懂说明书上的字，但我既没学过

柴油机，也没学过发电机，翻译工作困难重重。这

时钳 2 班的一位 6 级钳工老师傅帮了我的大忙，他

原是川江轮船上的铜匠（机修工），对柴油机非常熟。

我拿着俄文说明书去找他，他仔细地给我讲解柴油

机的结构和各部分的名称，不但使我顺利翻译了数

百万字的说明书，也掌握了柴油机及发电机的结构

性能。由于有了我翻译的中文说明书，操作人员顺

利地开启了发电机，满足了重点工程施工的需要。

翻译说明书期间，由于时间紧迫，经常工作到深夜，

当然也就没什么星期天的概念了。 

 

2. 3 研制设备 

18 冶当时是新建单位，加工设备很差，为了满

足生产需要，我与杨多才同志（后改名杨干，是我

同校同专业同年级的同学）设计并组织施工生产出

剪板机、卷板机等多台加工设备，并设计制造了塔

式起重机等施工设备。科里要建一个钢结构加工车

间，但当时钢材比较紧张，我就利用所学的材料力

学、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到工厂后自学的）等知识，

设计了法式轻结构钢房架并组织施工。利用我在武

冶机修学到的铆工技术，修复了旧的龙门起重机，

一个完整的金属结构车间就建成了。1972 年，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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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中美之间交流的大门打开，中央广播

电台也开启了英语教学。我原来是学俄语的，从这

时开始自学英语。这一年我担任技术组长，负责全

科（200 多人）的生产调度及技术工作。 

 

2. 4 受表彰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并大力进行

整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有了起色。这一年 18 冶召

开工业学大庆表彰大会，表彰十几名全公司“工业学

大庆标兵”，我是标兵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公司并于

1977 年给我增加了一级工资（全科知识分子中之唯

一）。 

 

2. 5 对知识的渴望 

在工作初期，我自学了“炼铁机械”、“炼钢机械”、

“轧钢机械”等专业课程，算是学完了冶金机械专业

的全部本科课程。又自学了“结构力学”、“钢结构”、

“焊接工艺”等课程，但在工作中经常感到知识不够

用，如发现一台施工设备的蜗轮工作几小时后就失

效了，分析不出原因。我设计的由小规格型钢组成

的起重杆在受到微小的横向载荷后突然折断（幸未

造成人员受伤及重大设备损坏），我找来“压杆稳定”

的书自学，许多理论我不懂，我用通信方式请教起

重机金属结构专家过玉卿老师。当时已经出现电子

计算技术，但我在设计中仍使用计算尺；国外已用

有限单元法来计算水坝等大型结构，但我既不懂矩

阵分析，又不了解电子计算技术。我迫切需要学习

新的知识。 

 

3 研究生学习 

3.1 考上研究生 

1978 年传来的喜讯，愎复研究生招生了！我当

时已经 32 岁，儿子 5 岁了，但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

我决定报考母校朱海教授的研究生。武汉钢铁学院

是一所普通的高校，过去从未招收过研究生，由于

朱海教授的倡议，1978 年跨入培养研究生的高校行

列。9 月的一天公司接到我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录取

通知书寄到单位），立即电话通知我所在的科领导

（冶金建设单位一般都比较分散）。公司党委并通知

科党支部当天下午召开讨论我入党问题的支部大会

（我父亲的“摘帽右派”问题尚未解决，1979 年我父

亲才获得彻底平反），随后公司党委副书记与我进行

了入党教育谈话，并通知我会将预备党员关系转到

学校。1978 年武汉钢铁学院有两个专业共招收了 7

名硕士研究生，冶金机械专业 4 名，自动化专业 3

名，年纪最大的 35 岁，最年轻的 20 岁。冶金机械

专业组织了以朱海教授为首、何光逵、过玉卿、陈

敬常、胡传安等老师参加的研究生培养小组，制定

了培养计划。培养计划重点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

实际工程问题科研能力的培养。 

 

3.2 基础理论学习 

3.2.1 英语和日语 

为了提高我们能直接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

开设了英语和第二外语日语。我们过去都是学俄语

的，英语都是自学的，基础很差。章卫文老师对我

们的英语教学狠下了一些工夫，当时还没有正规的

研究生英语教材。章老师选用著名科学家发明家（富

兰克林、莱特兄弟、爱迪生等）的传记 Scientific  

inventions 作为教材，使我们在学习英语文法的同时

尽可能多地掌握科技词汇和用语，并学习科学家发

明家献身科学造福人类的精神。陶汉英老师给我们

讲授日语，我们都是从“零”开始，但经过一个学期

的学习，我们就能够借助词典查看日文科技资料了

（如“科技文献速报”，收录了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

3000 多种科技杂志所有文章的摘要）。这些外语知识

为我在做论文期间查阅英文、俄文、日文科技资料

提供了条件。 

 

3.2.2 数学是机械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校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

数学基础，郑德胜老师讲授“常微分方程”，顾关根

老师讲授“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谢老师

（南京航空学院毕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调离学

校，未记住该老师名字）讲授“矢量分析与场论”，

任德麟老师讲授“复变函数”、“偏微分方程（数理方

程）”、“积分变换”、“变分法”、“泛函分析”等课程。

由于当时没有研究生教材，任老师主要采用苏联斯

米尔诺夫为数学系学生编写的系列教材（泛函分析

采用德国教授克莱茵的专著）来给我们上课。我们

还听了秦裕瑗老师给研 79 级讲授的“微分几何”。机

械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数学，我们当年所学

数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远超现今国内绝大多数高校

给机械类硕士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为我们后来的教

学科研打下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3.2.3 近现代新的基础理论 

为了弥补我们对近代物理（主要是光学、原子

物理等）的欠缺，导师组制定了详细的近代物理教

学计划，并请齐震寰老师（抗战时曾任美军援华“飞

虎队”翻译）给我们讲授，后来我们在激光设备、光

谱分析等方面用到的光学知识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

钱继良老师讲授“BASIC 语言”，为我们在做学位论

文阶段编写计算机程序打下了基础（当时学校有一

台小型计算机（也占据了一栋两层小楼），需自已编

写程序并在纸带上穿孔，其计算能力远低于后来档

次最低的微机）。李植淦老师给我们讲授“弹性力学”，

也是没有教材，李老师亲自编写讲义，该讲义真是

“少而精”，将弹性力学的精华全部囊括其中，为我

们后来从事弹塑分析打下了基础。张小溪老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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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单元法”。李世品老师讲授“机械振动”，为我后

来从事冶金设备动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袁克美老

师讲授“自动控制”，袁老师到江汉路外文书店买了

两本最新出版的英文原版自动控制方面的书，一本

他自已作为教材用，另一本给我们 4 位学生用。周

德忠老师讲授“机械参数电测技术”，也是他自编教

材，为我们后来主持和参加工业现场的试验研究打

下了实验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俞长春老师讲授“自然

辨证法”，将哲学思想与科研方法融为一体。冶金机

械教研室的何光逵、过玉卿、李世品、周至良、陈

敬常、黄培文、胡传安、田家熙、冯秀清、谷士强

等老师都将他们的科研成果和经验总结出来作为专

题给我们讲授，使我们对冶金设备的科研有了全面

了解，并通过工程实例掌握了各种研究方法。 

 

3.2.4 珍惜学习机会 

对于我们大多数研究生来说，“文革”耽误了我

们十余年，因此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当

时西院晚上经常停电，我们就到东院寻找有电的地

方，招待所（东院培训楼处，原为三层楼）门厅（只

有 20 余平方米的小房）经常成为我们在停电时的学

习之地。当时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星期天、假节日

的概念，个别同学三年半期间从未看过一场电影、

未睡过一次午觉，抓紧时间进行学习。 

 

3.3 硕士学位论文阶段 

3.3.1 我的导师 

朱海教授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亲自对我们

做具体指导，我们机械专业 78 级的 4 位研究生分别

由何光逵、过玉卿、陈敬常、胡传安老师指导，我

的指导老师是陈敬常老师。陈敬常老师 1956 年本科

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专业，1965 年研究生

毕业该校该专业。陈老师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丰

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工程实际的能力特别

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陈老师千方百计克

服困难组建了自已的实验室，建成了当时国内少有

的振动试验台，采用音乐录音机作为记录机械振动

信号的磁带记录仪，还开展了激光测试研究。 

 

3.3.2 选定学位论文题目 

在确定研究生论文课题上，陈老师充分尊重我

的意见。陈老师最初为我准备的课题是以大冶钢厂

电炉炉衬成形所需的振动锤为对象的振动研究。但

当时我的老婆儿子都在重庆，重庆的轧钢能力大于

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大于炼铁能力。我毕业后准备

回重庆工作，如果有轧钢设备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就

更能适应将来的工作。我将自已的想法告诉了陈老

师，陈老师非常理解我，于是重新联系寻找课题。

陈老师联系了上海第五钢铁厂（现宝钢股份不锈钢

公司）的预应力轧机（全国最大的预应力轧机）这

一课题，并将“预应力轧机动静态特性分析”作为我

的硕士论文题目。 

 

3.2.3 导师培养我主持科研工作的能力 

由于我有 8年在工厂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经验，

陈老师充分利用这一点，大胆放手让我干。上钢五

厂预应力轧机整个课题的研究方案让我做出初稿，

陈老师再对初稿进行修改；与厂方工程技术人员进

行交流时，让我主讲，陈老师再补充；让我安排参

加整个科研项目的教研室老师的具体工作。通过这

个工程科研项目的实施，培养了我科研工作的组织

及实施能力，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主持科研

工作奠定了基础。 

 

3.2.4 查阅科技文献 

学校图书錧在“文革”武斗中被烧，几乎没有科

技资料，查阅资料只能到外单位查纸质文献。除到

武汉钢铁设计院（现中冶南方）、武钢图书馆、湖北

省情报所外，陈敬常老师资助我到上海图书錧、北

京图书錧、重庆科技情报所等地查阅资料。资助我

到大连工矿机械厂（现大连重型机械厂，当时生产

预应力轧机）、西安冶金机械厂等工厂进行调研。使

我掌握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工程实践知识。 

 

3.2.5 做学位论文 

对预应力轧机机架进行有限元分析需要大型计

算机（当时还没有微机），整个武汉市当时还没有一

台计算能力满足该计算要求的电子计算机。上海外

贸局（位于上海外滩）有一台计算能力强的大型计

算机，并请上海交通大学汪痒宝等老师在该机上装

了当时国际上先进的有限元计算分析软件“SAP5”。

陈敬常老师资助我到该机上对上钢五厂的预应轧机

机架进行有限元计算。在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

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预应力轧机动静态特性分析”，

并将其主要内容整理为两篇学术论文“预应力轧机

机架静力分析”和“预应力轧机垂直方向振动分析”分

别发表于《重型机械》和《武汉钢铁学院学报》。 

武汉钢铁学院收留了我，培养了我，给了我一

个为人民服务、为冶金行业尽绵薄之力的平台。谢

谢母校！ 

 

4 深切怀念路璠院长和朱海教授 

回顾求学之路，我们要特别怀念两位对学校的

建设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师长，他们就是路璠院

长和朱海教授。 

 

4.1 路璠院长 

路璠院长早年毕业于广西大学中文系，1936 年

参加革命，曾任“都宜沂人民解放总队”司令兼政委

（见《广西革命回忆录》）。1952 年任武昌钢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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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58 年武昌钢校改为本科武

汉钢铁学院后任院党委常委、负责人，1964 年任院

党委常委、副院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任院党委常

委、院长。从 1952 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无论路

璠同志担任什么职务，学校教学团队的实际负责人

一直是他。 

 

4.1.1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路璠院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武汉钢铁学

院组建了一支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在极“左”思潮

盛行的年代，路璠同志顶住压力，想方设法使一些

有真才实学的教师来到武汉钢院，如数学教研室的

任德麟、秦裕瑗、顾关根、陈世榈（北京大学数学

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毕业）等老师，力学教研室的邹

开先、李植淦（西北联大工学院航空系 1943年毕业）、

周志善（上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力学系研究生毕

业）等老师。当年武汉钢院教师中毕业于顶尖名校

的教师比例远高于现今。 

 

4.1.2 路璠的工程教育思想 

路璠院长对工程教育必须理论联系工程实际的

教育思想对培养高水平工程技术人才发挥了重大作

用。1964-1966 年，全国各高校的学生都下乡至少半

年参加“四清”工作，唯有（就我目前的了解）武汉

钢铁学院的学生在这期间没有下乡参加“四清”，而

是坚持在校内学习。我们 64 级的学生比其它高校同

年级的学生至少多读了半年书，整整学了两年的基

础理论知识，为后来的技术工作打下了较坚实的理

论基础。1969 年，全国高校的学生都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唯有武汉钢铁学院的学生没到农

材，而是去了工厂。路璠院长说“他们去农村接受贫

下中农再教育，我们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我们到武钢编入班组，拜工人为师，学到了实际操

作技能，并增强了理论联系工程实院的能力，建立

了我们的工程观念，为后来到工厂工作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为什么武汉钢铁学院的毕业生到工厂特别

受欢迎？为什么在各冶金企业管理干部中武汉钢院

毕业的学生所占比例最高？这与路璠院长的工程教

育思想密切相关。 

路璠院长懂教育，也深入教学第一线。他经常

拿个笔记本，到教室坐在后面听课；和我们一起“起

立”向老师致敬，听外语课时和我们一道朗读。路院

长当时听课的次数比现今的校领导及院系领导要多

得多，他不忙吗？！现在许多老师上课已不再要求

学生“起立”相互致敬了，我认为这是师生之间的相

互尊重，是神圣课堂开讲的庄严仪式，至今我上课

仍要求同学们喊“起立”。 

 

4.1.3 关怀学生 

路璠院长与教师学生打成一片，关心群众。每

年大年三十晚及大年初一早上（当时省外生源大约

80%左右，由于穷没有回家的路费，外省学生以及宜

昌、襄阳、十堰的的学生春节基本上都留校不回家）

路院长总是在学生食堂给学生“打钣打菜”。周未路

院长在学校澡堂大池中与师生们“赤诚相见”，也借

此机会听取同学们关于学校生活安排方面的意见，

并随后通知有关部门改进。现在有几位领导能做到

这些？！每年的学校田径运动会，路璠院长总是亲

自上场参加“竞走”比赛。 

 

4.1.4 建议总结发杨路璠的工程教育思想 

路璠院长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的教

育思想仍深入在老一辈教师和校友心中。我建议趁

现在许多老教师、老校友还健在的机会，学校有关

部门组织调查研究，好好总结路璠的工程教育思想，

这是我们学校的宝贵财富。 

 

4.2 朱海教授 

朱海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位冶金机械教授，著名

的高炉设备专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教授身份到

前苏联进修，1952 年院系大调整时由广西大学并入

华中工学院，并创建了冶金机械专业，任矿冶系主

任。1960 年至 1962 年，朱海教授率矿冶系全体师生

经当时的湖北工学院再转到武汉钢铁学院，任机电

系主任。 

 

4.2.1 引入本科教学理念 

武汉钢铁学院是由武昌钢铁工业学校于 1958年

戴帽升为本科院校，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还保留着

许多中专教学的痕迹。朱海教授带领师生来到武汉

钢院后，将正规高校本科教学的理念和方法也带到

钢院，使武汉钢院顺利完成了从中专到大学的平稳

过渡。 

 

4.2.2 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 

大学教师、特别是专业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

科研，而中专教师的本职工作基本上就完全是教学。

朱海教授本身就是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典范，他讲授

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同时也是国内著名的高

炉设备专家。他主持翻译、编写“炼铁机械”等教材，

供全国各高校冶金机械专业使用；他主持建设和完

善冶金设备专业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建成了高炉模

型；建成较为完善的机械参数电测实验室；不顾年

事已高仍登上高炉炉顶给学生进行现场讲授，带领

学生到昆明钢铁厂进行“矮胖高炉”的毕业设计。在

朱海教授的带领下，冶金机械教研室的老师几乎全

都参加科研工作（当时科研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教研室老师参加了“大型转炉全国科研协作组”、“施

罗曼飞剪动态特性”、“桥式起重机新型金属结构”等

科研工作，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武汉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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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学院成为当时全国飞剪及起重机金属结构的学术

中心，湖北省金属学会冶金设备专业委员会挂靠在

教研室（也是武汉钢院的第一个学会挂靠单位）。何

光逵、过玉卿两位老师被评为文革后首批“湖北省科

技精英”，冶金机械教工党支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被评为“湖北省先进基层党支部”，支部委员会三名

支委（冯秀清、谷士强、杨杰）八十年代末全部进

入学校党委常委会。 

 

4.2.3 首倡招收研究生 

武汉钢铁学院 1958 年才办本科，以前从未招收

过研究生。1978 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全国开始恢复

研究生招生。朱海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机会，向

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招收研究生的倡议，武汉

钢院成为文革后首批招收研究生的院校（也是当时

全国冶金机械专业招收研究生的三所院校之一），使

武汉钢铁学院的办学层次上升了一个档次，为学校

的教学科研究工作得到较快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鉴于朱海教授对学校的特殊贡献，1984 年第一

个教师节时，学校向朱海教授送匾进行表彰。这是

学校自 1898 年办学以来唯一一次向教师送匾。 

深切怀念为学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路璠院长

和朱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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