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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平

百科名片  

 原籍江苏兴化，生于北京。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名誉院长，中国核工业总
公司科技委高级顾问。建立了中国核工业辐射防护研究和监测体系。指导了中国初期放射性实验室计量科研及建立实
验室的工作。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人物介绍

 李德平是辐射物理、辐射防护及安全学家。在从事辐射探测器研究中，参与中国首次研制卤素计数管强流管及稳压
管的工作。在电离室方面，指出当时苏式堆控硼壁电离室设计参数的缺点，并推导出普适的电离电流体复合损失的新
公式，发展了用细束照射研究探测器性能的方法，证明近滕等人的精细工作仍与实际不符。“球形电离室特性”一文
证明球形室等效中心不因反平方律前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人物经历

 辐射物理、辐射防护及安全学家，核工业辐射防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l926年11月4日生于北京。
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中国辐防护研究院工作
。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核工业部辐射防护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院长。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核辐射防护委
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副主席，环保局顾问与核环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是中国著名辐射物理、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家、我国核工业辐射防
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为建立中国的辐射防护科学研究和辐射监测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研究建立了中国核工业辐射防护研究和监测体系，曾指导中国初期放射性实验室计量科研及建立实验室工作，参
与了中国首次研制卤素计数管强流管及稳压管的工作；推导了普适的电离电流体复合损失新的公式，指出当时堆控硼
壁电离室设计参数的缺点；发展了用细束照射研究探测器性能的方法；证明近膝等人的精细工作仍与实际不符。所著
《球形电离室特性》有助于平息关于中心是否随源距离前移的争论。较完整地改进7核工业职业照射危害最大的氧及
其子体的测量中的问题。作为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主委会成员，参与制定辐射防护基本标件ICRP1990年建议书，并
参加审议国际劳动组织(IL0)的职工辐射防护规定。 

 在国际上他参与指导和推动辐射防护原理与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辐射防护和保健物理领域的杰出活动和贡献
得到了举世公认，曾于1985～1997年连任三届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主委员会委员、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
员会（UNSCEAR）中国代表、主代表，国际原子能机构(LAEA)核安全咨询组(INSAG)成员。著有《氡子体α潜能的
快速测量》 ，主编《辐射防护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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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离室方面，指出当时苏式堆控硼壁电离室设计参数的缺点，并推导出普适的电离电流体复合损失的新公式，发
展了用细束照射研究探测器性能的方法，证明近滕等人的精细工作仍与实际不符。“球形电离室特性”一文证明球形
室等效中心不因反平方律前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生平轶事

 1947年秋，李德平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四学生。李德平于那学期开始学习无线电电子学，有一段时间是孟昭英教授
给李德平讲那门课。孟师讲课是用一些卡片（卡片中使用了一些简写的符号），后因他身体欠佳，物理系同学就到电
机系，和电机系同学一起听常迵教授的无线电课。李德平的实验也在电机系做，但由物理系教师慈云桂和吴全德先生
指导。后来孟师决定叫李德平回物理系实验室学习焊接电路。慈云桂先生选了几个电路分给李德平焊装。李德平焊的
是一个外差式收音电路，大概是短波段的，能听到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电台。当时是用色码来辨认无线电元件的，花
花绿绿使人觉得无线电很神秘，但这一焊也就入门了。那年李德平的毕业论文是孟师出的一个有关过滤器的实验题目
，后来简化为文氏电桥音频振荡器，李德平还帮过这位同学调电路。任助教后，李德平接下来装成整机，还学会了一
些电容测量的技术。孟师对在此实验室工作者的最根本的要求是焊好电路一定要请别人按图纸核对一遍再通电。 

 李德平能感受到的孟师的治学与育人特点而言，他除鼓励交流讨论外，并不要求我们定期报告工作进展，但他对学
生的工作情况心中有数。他见李德平实验记录粗糙潦草，就送李德平一个好的记录本。有时手里藏着一个你正需用的
零件，说送你一个好东西。而他估计学生自己能解决的就让学生自己去摸索。他所倡导的这种相互交流与讨论的学术
风气（于今似乎欠缺），非常宝贵、非常有效。 

 孟师重视各种操作技巧，喜欢干事麻利。入学考试改考卷要在卷上盖印计分格子时，他也喜用熟练高效的手法去盖
。他会打莫斯电报码，说有空教我们。示波器显出好图形，他用自己的相机来照，口数曝光秒数。慈云桂先生结婚时
，他用林哈夫新闻相机熟练地为他们照相，还说相机不久就要卖掉了，你们如不趁早结婚就照不上了。当时有几台磁
饱和稳压变压器是新鲜设备，可惜工作频率在60赫兹。曾初步试过并联电容想调到50赫兹，但未能做成。记得当时孟
师在电容脱开电路时随手就使电容放电（否则电容会长时间带电，有可能使人受到电击）。又有一次看到孟师吹玻璃
，他总是把拉细的玻璃管丝烧圆，这些安全措施做得流畅而自然。焊电路总要用电烙铁，实验室用的烙铁架子是烙铁
放在架上就自动串上降压电阻，防止不用时温度过高。孟师讲，有一次他发现还使用旧烙铁架（用粗铁丝做得很精致
）的烙铁不好焊，就把这些架子全扔了。他就这样讲一下而不是下命令。 

介绍经验

 中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在新年来临之际拜访了中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专家咨询组成员李德平院士。在访谈过程中，
李德平院士首先介绍了国际辐射防护与核事故应急工作的先进经验与发展动态，随后，重点就中国核事故应急工作的
现状与发展谈了他的看法和意见。 

 李德平院士说，核电是安全、清洁，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能源，这已经成为共识。由于核事故的突发性，以及有可能
对公众与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核事故应急工作，把应急当作核设施纵深防御的最后一道屏障。
中国的核事故应急工作发展10多年来，初步形成了核应急工作的法规和管理体系，建立了国家、地方和核电站营运单
位三级应急体系，取得了一定成绩。 

 李德平院士说，作为核事故应急工作的一部分，放射源安全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近几年来，世界各国发生了几次重
大放射源事故，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经受了惨痛的教训。李德平院士认为，为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建议核应急管理部
门与其他相应的管理部门一道，尽快完善中国的放射源安全管理体制，加强法制、法规建设，使放射源从最初的生产
到最终的处置都处于安全、可控状态，从根本上杜绝放射源安全事故的发生，同时，从应急角度应建立协同工作机制
。 

 在谈到防范和打击核恐怖活动问题时，李德平院士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防范和打击核恐怖活动受到了各
国政府的普遍关注。核恐怖活动对公众心理和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各国政府都在积极研究这个新问题。建
议要认真对待这项新工作，要按照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的原则，把各种核应急资源调动好，积极参加国家的反恐工作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针对可能发生的核和辐射恐怖袭击具有更大的突发性和危险性的特点，加强调查研究，做好
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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