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悼念！何友声院士逝世！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力学家、教

育家，我国船舶原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高速水动力学和出入水

研究的先驱，中国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共上海市委原委

员，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何友声同志，与 2018 年 1 月 17 日 0

时 6分在上海中山医院逝世，享年 87岁。

何友声

何友声（1931.7.28—2018.1.17），男，浙江宁波人，力学家和

力学教育家，中国流体力学知名学者、高速水动力学研究先驱。1952

年上海同济大学造船系毕业，1957年至 1958 年清华大学首届力学研

究班学员兼辅导教师。历任大连工学院助教、上海交大造船系助教、

讲师、工程力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 年至 1992 年任上海交

通大学校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五届市委委员。1995 年入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第三、四届副理事长；1989年至 2003

年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理事。2001 年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



2002年被遴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他长期从事船舶原理、高速水动力学、飞行力学和出入水理论

研究，是水翼及其兴波的水动力设计的奠基人；上世纪 70 年代他率

先倡导研究螺旋桨激振力，及时追逐了国际潮流，使中国设计的船舶

减振性能一跃足与国外媲美。他在空泡流、空泡脉动特性、物体出入

水过程的数值模拟方面，取得了系列成果，有力地支持了国防建设。

近年来，为适应长江口水资源开发、环境保护、航道建设需要，建立

了河口水动力学的研究基地，积极推动为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

多年来，在国内外一流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由于

他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曾先后 10 余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2016 年获辛一心船舶与海洋工程首届终身成就奖。

赤子之心，与祖国同行

就读同济期间，何友声的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担任助

教的两年半时间内，他也一直磨砺自己，不断前行。他先后在《中国

造船》杂志发表《关于梯形法》和《辛氏法的端点修正》两文，开始

在业内崭露头角，尤以后者得到了各方高度评价，广为传播。这一修

正法简单明了、易学精确，当时就被国内船舶设计手册采用。

1957 年，他被选送到由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等筹办的第一

届清华“力学研究班”，主修流体力学，并兼任辅导老师和党总支书

记。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非常勤奋。其间，他发表了《关于

超空泡螺旋桨》、《螺旋桨设计与主机配合》、《标称伴流分数平均

法则的分析》3篇文章，特别是后者证明了伴流分数中的一个命题，



澄清了几种定义下伴流分数孰大孰小问题。

何友声应需从清华大学力学班提前半年返回交大。当时上海市科

委组织全市力量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探索工作，“火箭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国家需要，我就得上”，他被任命为总负责人，率领上百名技术

人员建起小型火箭发动机试验台和管路试验装置，随后又协助筹建上

海机电设计院（即探空火箭设计研究院前身）以及在上海交大创建工

程力学系，并在全市举办力学短训班，何友声参与执教。1958 年 11

月还在上海宝山高炮阵地发射成功了一枚 200cm 直径的固体燃料小

火箭，居全国之先。

1961年秋，教育部组织 20余所重点高校，设计飞航导弹，分南

北两路。他任南路总设计师，完成了初步设计，后因故停止。从事火

箭行业的三年期间他先后在各种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10 余

篇，在力学界初露锋芒。钱学森在 1961 年访问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时，

曾鼓励他说：“诚力学班佼佼者也”。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1962 年，随着全国学科布局变化，何友声又一次回归到了老本

行——水动力学科。1963 年，为了解决水翼在近水面下航行的兴波

问题，何友声在我国开辟了水翼理论的研究领域。他拓广了美籍华人

吴耀祖的工作，发展出后掠水翼理论，取得解析结果，并将其应用于

小展弦比水翼。以此为基础所开发的水翼性能理论计算方法在中国水

翼艇的设计中沿用至今。1985 年起，他又与人合作，开拓兴波理论

时域解析解及其数值方法新领域。先后在国内外许多期刊上发表多篇

论文。这些工作得到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新进展。

不断提高物体在水中的运动速度是人类的不懈追求，但一个无

法避免的障碍是随着速度的提高液体将出现空化。早在上世纪 50 年

代何友声就开始注视这一领域的发展，并在国内率先撰文介绍苏联巴

斯裘宁院士等学者的工作。在何友声的带领下，中国高校中研究空泡

流、出入水、空化机理等水动力问题的第一个据点建立起来了。他与

合作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论文。美国工程院梅强中院士的评价

是：“这些工作富于独创性，应抓紧正式发表，让国外知晓”；钱伟

长院士的评价是：“将非线性轴对称问题作为摄动解的首解，很有创

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普罗斯拜列蒂教授也给予很高评价，要求派

人前去交流有关的研究成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已开发出一些可应

用的软件，为有关型号的研制作出了贡献，曾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 8项。



1963 年，何友声作为主要发起者在上海组织了空泡流讨论班，

短短一年时间使参与讨论的学者群体不仅及时掌握了国内外的研究

动态，而且追逐了当时国际上在空泡流领域的研究进展，何友声在这

一基础上，编写了一份全新的讲义，取名为“自由表面水动力学”，

将船波、射流、空泡流、出入水等具有自由面的水动力学问题揉和在

一起，突出其共性，进行统一建模、数学描述、建立方程和求解，为

力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崭新的课程，并沿用至今。



空泡流研究的另一项重要应用是预报船舶螺旋桨上出现空泡情

况，确定其载荷及诱发的激振力。上世纪 70 年代期间，由于船机功

率增大、航速增加，国内外船舶在航行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剧烈尾振。

1976 年，国内自行设计制造的浙江沿海客货轮四艘姐妹船在航行中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为解决问题，全国有关专家赴航行现场进行大会

诊。当时在振因分析的认识上有很大分歧。何友声力排众议，根据实

测的振动数据，断然认为这是螺旋桨空泡激振力所致，而这与大多数

专家意见相左。他根据当时国外激振力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在这一

领域的研究见解，阐明空化激振力的形成和危害，与会者为其说理透

彻而折服。并以此为据，对该船加装了减振措施，果然取得了明显效

果。此后，他大力倡导开展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国内很快建立起 5 个

研究据点，及时追逐国际上在该领域的研究潮流，使中国所设计的船



舶的尾部减振水平，足与国外媲美。1987 年他与人合作出版了《螺

旋桨激振力》，成为国内外第一本这方面的专著，供高层次研究和设

计人员使用，获得国内学者们的高度评价。1992 年，此书获中国船

舶工业总公司（部级）二等奖和国家教委优秀学术专著奖。

根据国内高科技发展的需要，何友声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以来还

积极开拓流体力学和微电子交叉学科的研究，在磁记录滑块飞行问题

的研究上取得进展，建立了国内从事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据点，发展出

一种改进型等飞高磁头，动、静态性能优异，有着重要的应用和效益

前景。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叶，何友声提出将流体力学方法应用于河口

与近海海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研究，发展环境流体力学。近十多年

来，他带领流体力学学科团队积极参与上海市和长三角地区的重大涉

水工程建设，在解决长江口航道整治工程、东海大桥、洋山深水港、

长江口越江通道、青草沙水库、浦东滴水湖、苏州河水闸、长江口等

涉水工程的水动力学关键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何友声的成就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自 1986 年起，连续两届被

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力学学会理事长；任国家教委科技

委第一届委员和全国多种一级专业刊物的副主编或常务编委；1995

年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89 年至 2003年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

合会理事。他曾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被邀在一些著名大

学作学术报告，与国际同行们有广泛的联系，享有较高的声誉。2002

年被遴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



一生都与学生在一起

1955 年何友声来到交大工作，次年就第一批被提升为讲师，并

开始主讲《船舶概论》、《船舶推进》等课，同时兼任《船舶振动》、

《流体力学》等课的辅导，教学任务非常重。何老说他的观点就是高

校教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而且“不能脱离学生的生活，我

这一生都在学生食堂吃饭”。当年的学生很多到现在还感念何友声在

学业和生活上对他们的关怀，“再过两天是一帮以前学生的聚会，邀

请我一定要去，他们都是 70 多岁的人了”。

尽管工作繁忙，但他对学生的关心从来没少过。1980 年，他率

先在交大开展“近代文献阅读课”，旨在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创新创

造的能力。每周一次，雷打不动，引导和鼓励青年敢于发表见解和争

论，既活跃了学术氛围，也使青年较快成才。任校党委书记期间，继

续主持研究生的近代文献讨论课，属自己名下的研究生，仍负责全面

指导，规定学生定期汇报完成布置作业和学习生活情况。对他们的论

文选题，参考资料的收集，试验装置调试、测量，上机计算，撰写论

文等各个环节都一一过问，包括到试验现场检查。每位研究生的论文，

最后都经他逐字逐句修改定稿。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院士曾经说道，“何友声院士为我们上

《水动力学》，虽然是本科课程，但他把多年积累的科研心得和体会

都教给我们，使我们学到的内容其实超出了本科的要求。”何友声从

教 58 年，培养了大批人才。恢复学位制后，建立了以水动力学为主

要研究方向的流体力学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已培养了 30 余名硕

士和博士生，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2001 年被评选为“全国

模范教师”称号。

除了心爱的船舶事业，何老还爱好古文学、史学。他赞成老庄的

“无为而治”：“无为”不是说什么都不为，而是指不要干涉自然规



律，“搞科学研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何老还非常热爱体育运动，

年轻时田径、滑冰、踢球样样都能来一手。早年间还常到球场和学生

踢球，开始学生们不愿和他踢，后来他想出妙招，等天色稍暗才去，

这样学生就看不见他的满头白发，以为他是学生了。今年已经 86 岁

高龄的何老还坚持每周三次到学校操场快步走四圈，这也正是何老多

年来保持清晰的思维和充沛精力的原因所在。

何友声是为船舶事业奉献终身的科学家，是坚持与学生同路的教

育者，也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践行者。他始终乐观开朗，

坚定自若，正气凛然。“正身律物，轻利重德，学贵致用，以勤补拙”，

这是他用一生履行的誓言。

引自上海交通大学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