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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黄本立院士九十华诞

林俊越，颜晓梅，杭　纬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黄本立院士

　　黄本立院士，１９２５年９月２１日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新会；光谱化学家，厦

门大学教授。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９年 就 读 于 岭 南 大 学。１９５０年—１９８６年 任 职 于 中 国 科

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历 任 助 理 研 究 员、副 研 究 员、研 究 员；１９８６年 调 厦 门

大学任教至今。曾任中国化学 会 理 事 长、中 国 光 谱 学 会 副 理 事 长、分 析 化 学 学 科

委员会主任委员、《光谱学与光谱分析》主编，《分 析 化 学》、《分 析 科 学 学 报》、《分

析试验室》、《冶金分析》、《化学进展》等十多种国内期刊编委或顾问，Ｓｐｅｃｔｒｏｃｈｉｍ－

ｉｃａ　Ａｃｔａ　Ｐａｒｔ　Ｂ（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５年）、ＩＣ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１年—）、Ａｎ－

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０年—）等国际期刊顾问编委或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

析与环境化学学科评审组成员（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５年）；何 梁 何 利 基 金 科 学 奖 学 科（专

业）组评审委员等。

１９９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８年荣获教育部“全国优秀教师”称号，２００２

年荣获福建省人民政府“福 建 省 优 秀 专 家”称 号，２００３年 荣 获 福 建 省 人 民 政 府“福

建省先进工作者”称号，２００５年 荣 获 国 务 院“全 国 先 进 工 作 者”称 号，２０１０年 荣 获

第四届亚太 冬 季 等 离 子 体 会 议“原 子 光 谱 分 析 终 身 成 就 奖”，２０１１年 在ＩＵＰＡＣ

ＩＣＡＳ２０１１国际分析科学大会上，被日本分析化学 会 授 予“日 本 分 析 化 学 会 荣 誉 会

员”，２０１３年荣获“第八届全国健康老人”称号，２０１５年获厦门大学最高奖教金“南强杰出贡献奖”。

命运多舛 艰难求学

　　１９２５年６月，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历时１年零４个月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规模

宏大，是世界工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９月２１日，一个小男孩在香港的一个印尼归侨家庭里哇哇坠地，取名黄

本立。因祖父拒绝领取英国殖民政府颁发的 “出生纸”，他便成了没有出生证的香港仔。

不料，就在幼小的黄本立脑海里还没能留下什么印迹的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早 早 地 离 他 远 去。黄 本 立 依 稀 记 得 四 五 岁

时，全家人迁回广东。不久后，母亲也病故。就这样，黄本立早早地失去了大多数孩子在这个年纪都能享受到的父爱和母爱，

由祖父母抚养成人。

严慈早逝，又碰上旧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正是国难当头、家道中落，小小年纪的黄本立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一边躲敌机的轰炸，一边辗转求学，逃难期间一度经历停学、转学、跳班和借读。

那时，祖父在广西贺县开锡矿，黄本立和大祖母在时为新会辖区的振振里（现江门市蓬江区环市街道群星社区振振里）待

到了７岁。７岁以后，才搬到广州开始念一年级，念到 四 年 级 后，时 值１９３７年 的“七 七 事 变”，局 势 紧 张，全 家 又 搬 回 了 振 振

里，于是在振振里的敦实小学上了五年级。随着局势愈发紧张，全家人逃往香港，数月后举家迁往广西，而黄本立一个人被送

往香港交给亲友“托管”，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在香港私立粤华中学附小上学。这所学校从三年级便开始学习英文，可由于当

时中国内地小学都没有学英语，黄本立就留级了一年学习英语。他不甘落后，放暑假的 时 候，就 自 己 到 香 港 一 所 师 范 学 院 的

暑期英语补习班学习，最后赶上了学校的英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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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黄本立小学毕业了，本想祖父会很快来香港接他回内地去念中学，结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祖父才把他接

回广西八步，这期间耽搁了整一年时间没有上学。回到八步后，为继续求学，黄本立在姑 姑 的 支 持 下 一 个 人 搭 乘 跑 运 输 的 卡

车，由八步到桂林，再转乘火车经衡阳到达粤北坪石的培正培道联合中学通过考试就读。当时的黄本立还不到１５周岁，且不

说一路上一个人长途跋涉的艰辛，半路差点儿被 卡 车 司 机“甩 掉”，到 桂 林 时 还 遇 到 敌 机 轰 炸，眼 看 着 身 边 中 弹 的 同 胞 死 去，

自己也险些丢了性命，饱受惊吓。到了坪石，经过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亲戚及其他同 学 的 辅 导，黄 本 立 直 接 考 取 了 初 中 二

年级；一年后他又直接考取当时搬迁到曲江（现韶关市）的华英中学高中一年级，“抢”回了两年被耽搁的时间。

读到高三上学期，战争形势又紧张了，日本人大肆入侵，校舍被“征用”，他们被迫离开了学校，黄本立再次踏上了逃难的

路，战乱的苦痛在年轻的黄本立心中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满怀着对敌人的愤恨以及保卫祖国赤子之心的黄本立决定弃笔从

戎，在得知国民党招募“青年军”的消息后，他和几位同学冲破重重封锁从广东奔赴福建，碰巧遇到一位曾就任于华英中学的

老师，老师在肯定他们爱国之举的同时，也指出军队鱼龙混杂，劝告孩子们要继续求学深造。他们听从了老师的劝告，逃往梅

县。黄本立到梅州中学借读到毕业。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猖狂，让黄本立经历着在 和 平 年 代 难 以 想 象 的 各 种 磨 难。就 在

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逃难到梅县的黄本立 都 没 钱 买 上 一 串 小 鞭 炮 来 释 放 埋 藏 在 心 中 整 整 八 年 的 闷 气，是 好 心 人 给 了 他 一

串，才出了心中的怒气。

而唯一让年少的黄本立内心感到分外温暖的是：一直被他当作“庇护神”的、比他大几岁的姑姑黄雪芬，从小就让他随便

看她看过的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矛盾的《子夜》，鲁迅的短篇《阿Ｑ正传》等；后来她觉得这些“大人看的书”不太

合适，就给黄本立买了《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爱的教育》等“小孩看的书”。姑姑的 关 爱 和 这 些 书 给 年 少 的 黄 本 立 增 添

了很多的精神食粮，开发了他的智力，培养了他独自生存的勇气、能力和一身硬骨，同时也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黄本立院士和夫人，女儿，女婿，外孙女（２００６年）

岭南工读 名师指点

　　１９４５年９月，黄本立考入了广州岭南大学。他从小崇拜“机器仔”，即搞机械的年轻人，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当上技师。他填

报的志愿是工科，谁能想到，当他跑到工学院去注册时，接待他的竟是物理系的老教授朱志涤。朱教授说：“你这个成绩不是

还可以吗，你为什么学工呢？”黄本立简要地讲述了自己想当机械仔的想法，朱教授说：“其实，你要是学物理的话，只要把物

理学透了，将来你要搞‘工’就很容易了，你看工科的书就会像看小说一样……”黄本立觉得，这话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也有

一定道理；看看工学院的各系，除了化工，其他系好像还真的都跟物理有关系，于是就在注册的时候转到物理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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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南方一所有名的“贵族大学”，像黄本立这样一个中落归侨的遗孤根本难以维继。在岭南大学

物理系四年的学习期间，品学兼优的黄本立获得了众多的老师和同窗好友们的频频相助，加上他获得的奖助学金———１９４６年

获得了该校物理系成绩最优奖、１９４７年—１９４９年连续获国际学生奖学金，以及勤工俭学———长期以来做着批改同学作业、准

备教学实验等理应由助教来做的工作，才使得他有能力缴交学费和维持生活，学业得以继续，并受到良好的教育。

冯秉铨教授、高兆兰教授志同道合，抗战胜利后就毅然谢绝美方的高薪挽留，抛 弃 在 美 国 的 优 越 生 活 条 件，毅 然 回 到 满

目疮痍的祖国，到母校岭南大学当“穷教书匠”。他们对祖国的挚爱与忠贞、对科学事业 的 执 着 追 求，深 深 地 烙 刻 在 黄 本 立 的

心间。黄本立在校期间喜欢的“电子学”、“光学”这两门课程正是冯秉铨教授、高兆兰教 授 讲 授 的，也 因 此 黄 本 立 热 衷 于 玩 无

线电和照相机。在冯秉铨教授的指导下，黄本立和同学一起组装了一台黑板大小的示教用超外差收音机。高兆兰教授则提供

了在当时相当珍贵的彩色幻灯片胶卷给黄本立和同学们做实验，一起冲洗胶卷，并鼓励同学们成立课余摄影小组。高先生教

学生原子光谱原理，教他们做一些如未知波长测定等的基本实验时，一再告诉他们，进 行 科 学 实 验 时 务 必 要 耐 心、细 心 和 用

心，还要有恒心，不怕失败，才能成功。她举例说，那台给他们用来做实验的石英光谱仪刚到货时失调，她做了几十次试验才

把它重新对光、调整好的。她教导学生们对实验数据要加以整理、分析、归纳、推算……才能做出结论。这些教导黄本立都牢

记心中，不仅大大地激发了他的兴趣，对他后来的光谱分析生涯，对他日后的科研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就在黄本立读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长期以来超负荷透支体力终于使得原本消瘦的黄本立支撑不住了，他也

感染上了父母亲以前得的肺病，只好休学住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住院期间，冯先生和高先生还常常给黄本立写信。临近广

州解放时，黄本立听说岭南大学有些老师跑到香港或设法出国去了，可冯先生却来信说：“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ｙ　ｈｅｒｅ　ｔｏ　ｄｏ　ｏｕｒ　ｊｏｂ　ａｎｄ

ｄｏ　ｉｔ　ｗｅｌｌ．”即他们决定留在这里工作，而且要把它做好，非常明确地阐明了他们的意向。就是这么一句看似很简单的话，当时

黄本立院士和他的科研工作团队（２０１４年）

自左至右：梁志森（博士生），张伯超（博士生），江云斌（本科生），王小华（博士生），邹冬璇（硕士生），

孙彬文（本科生），黄本立（院士），殷志斌（博士生），杭　纬（教授），何妙洪（博士生），刘　蓉（博士生），

李卫峰（博士生），张书迪（博士生），程肖玲（硕士生），肖元芳（硕士生）

却每一个字都重锤般地敲击着黄本立的心灵，让他深受感动，并至今牢记心头。出院后 黄 本 立 回 学 校 复 读，不 久 后 广 州 也 迎

来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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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刚解放时黄本立面临两条 路 的 选 择。一 是 毕 业 后 出 国 留 学。当 时 黄 本 立 的 一 位 好 友 张 植 鉴 已 在 美 国 帮 他 申 请“读

研”。而黄本立自大学二年级起连续获得华盛顿州立大学设立的国际学生奖学金，申报上该校的研究生录取几率很大。另一条

路是“参加革命”（在新中国参加工作）。当时黄本立的一位同班同学李小琼从北京分配到长春的东北科学研究所工作，在来信

中提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发展急需要理工科人才；并告诉黄本立 说，如 果 感 兴 趣 的 话 可 以 到 长 春 的 一

个东北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去。满怀爱国之 心 的 黄 本 立 毅 然 奔 赴 北 上“革 命”的 道 路，放 弃 了 赴 美 留 学 的 机 会。

他 等不及毕业，就于１９５０年２月和几位同班同学一起匆匆赶赴东北。３月初，黄本立到了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前身，简称长春应化所）。解放初期，东北的产业部门的发展急需快速、准确的原子光谱分析技术，而在当

时这种技术还未开始起步。黄本立毅然地投身到急需的原子光谱分析技术研究中去，暂时放下了自己喜爱的摄影。当时他还

想等以后条件允许的时候，再想办法调到“东影”去，从事他热衷的摄影工作。

就这样，黄本立匆匆参加了工作，从此告别学生生涯，开始了新的生活。

服从需要 发展学科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仅有少数人研究或使用原子光谱分析技术，而光谱分析正 是 国 民 经 济 恢 复 时 期 钢 铁、冶 炼、地 质

勘探等产业所急需的。１９５０年，在实验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黄本立自行修复、调整好了一台日本人弃置在地下室废物堆

里的小型摄谱仪，利用它来配合研究工作；并使用过期很久的感光板，初步建立光谱分析方法。

１９５２年起，黄本立先后建立了球墨铸铁、黄铜等的光谱定量分析方法，把光谱分析推广到工厂去。之后黄本立为抚顺钢

厂试制的Ｆｅｕｓｓｎｅｒ式电花激发光源，该 装 置 可 能 是 我 国 首 台 自 制 的 用 于 光 谱 分 析 的 激 发 光 源。１９５５年，黄 本 立 提 出“数 阶

法”、半定量分析中的“接线法”和“内标法”，这在当时国内普遍采用照相摄谱法分析的情况下，显示出较大的应用价值和学术

意义。１９５７年，黄本立研制了一种新型双电弧光谱分析光源，可用来测定粉末样品中包括卤素在内的微量易挥发元素，这项

成果被国外学者誉为“最完善的双电弧光源”。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黄本立被戴上“九国特务”的帽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 隔 离 室 内，黄 本 立 用 在 旮 旯 里 找 到 的 一

小片有机玻璃薄片、一块塑料垫板、一枚大头针，以及带有等距黑点的日式稿纸，利用在水 泥 地“研 制”出 的 带 有 曲 线 板 的 量

角器，算出一个有三位数的三角函数表。因没有查到“九国特务”证据，黄本立被放出“牛棚”，但那时只能“靠边站”，几乎所有

的课题都被令停止。就在“靠边站”时期，黄本立凭借超人的毅力和智慧，克服种种困难，研 制 成 国 内 第 一 台 钽 舟 无 焰 原 子 吸

收装置（１９７２年）。新型仪器的研究工作还包括：用摄谱仪改装的光谱分析光电装置（１９５８年）；以复合光积分光强控制摄谱曝

光量的装置（１９６３年）；Ｘ射线激发光学荧光光谱仪的设计（１９７１年）。

１９７５年起，黄本立开始从事新型光源感耦合等离子体光谱分析研究。承担了多项国家“六五”科技攻关项目和中科院重点

科研项目，研究工作主要是环境分析方法，开展了我国第一批固体环境标准参考物质的ＩＣＰ－ＡＥＳ定值分析工作，完成了对松

花江水系环境背景值及环境保护的研究。他所研制的新型雾化－氢化物发生装置，获得一项中国专利。该装置可同时测定氢化

物元素和非氢化物元素，在使用样品量和一般雾化器一样的情况下，氢化物元素的测定灵敏度可提高２０倍，而保持非氢化物

元素的测定灵敏度不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黄本立建立了无须使用硼氢化物的流动注射电化学氢化物发生法。１９９１年，该项成 果 在 国 际 光 谱 会

议上报告，引起国内外同行们的诸多关注，多个小组进行追踪研究。

随后黄本立又开启了强电流微秒级脉冲（ＨＣＭＰ）供电的空心阴极灯原子／离子荧光光谱的研究（１９９０年起），使普通的商

品空心阴极灯（ＨＣＬ）的离子谱线发射强度比常规脉冲供电时提高了几个数量级，而原子线（特别是激发能较高的）的强度也有

所提高。继而又将该技术成功应用到微秒级脉冲辉光放电离子源－飞行时间质谱仪器上。此项工作发表论文二十余篇，黄本立

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数次作特邀报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文章发表后，被国 际 上 许 多 科 学 家 采 用，并 有 国 际 知 名

教授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教授、Ｈｉｅｆｔｊｅ教授等，先后专程到实验室参观与访问。１９９６年国家基金委对该课题进行验收时，专家评议认为

该工作“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不懈的努力结出丰硕的果实，黄本立负责或参加的获奖科技项目很多，包括：１９８４年获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和中

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和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１９８６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

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１９８７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１９９１年获厦门大学第七届“南强奖”一等奖；１９９３年获中科院长

春分院自然科学三等奖；１９９５年获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 三 等 奖 和 国 家 教 委 科 技 进 步 三 等 奖；１９９９年 获 教 育 部 科 技 进 步 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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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２００１年获福建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王丹萍科学技术奖。

正是这些丰硕的科研成果，黄本立应邀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４０多次，多次应邀担任

重要国际会议主席及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在他的带领下，厦门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亚洲分析科学会 议（１９９９年）和 第３５届 国

际光谱会议（２００７年），他积极努力为国内同行创造良好的交流合作机会，使得他们有机会不出国门就能参加高水平的国际会

议，同时推动我国谱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促进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科技进步。

黄本立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有“Ａｎ　Ａｔｌａ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ＩＣＰ－ＡＥＳ”（２０００，Ｂｅｎｌｉ　Ｈｕａｎｇ，Ｘｉａｏｒｕ　Ｗａｎｇ，Ｐｅｎｇｙｕａｎ　Ｙａｎｇ，Ｈａｉ　Ｙ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Ｇｕ，Ｚｈｉ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ｘｉａ　Ｚ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

ｈｕａ　Ｓｕｎ，Ｂｉｎｇ　Ｌｉ，ＵＫ：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ｅ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发射光谱分析》（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发射光谱分析》编写组，北京：冶金工

业出版社）、《混合稀土元素光谱图》（１９６４，裴蔼丽，沈联芳，程建华，欧阳远珠，黄本立，张定钊合著，北京：科学出版社）等

十余部。

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黄本立始终秉持着重视人才培养的理念。早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参与中科院光谱学习班的教

学、实验及毕业论文指导工作，通过互相学习的方式将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递出去。他 在 上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初，先 后 建 立 了 球

墨铸铁、黄铜的定量分析和石墨、锌等样品的定性分析 方 法，并 为 有 关 工 厂 建 立 方 法、培 养 人 员 下 厂 安 装、建 立 了 光 谱 实 验

室，致力于将光谱分析推广到工厂去。１９５４年为中科院举办“光谱分析学习会”讲课，负责实验课的设计、安排和辅导学员的

学习。该学习班近７０名学员，目前分布于全国科学院各所、大专学院及部委，均为我国分析化学尤其是原子光谱分析界的老

前辈。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黄本立先后为包括中国香港及国外地区的十多个原子光谱培训班授课。１９８４年 黄 本 立 获 批

成为了我国首位以光谱分析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６年，已是年届六十的黄本立响应中科院关于支援特区建设的号召来到了厦门。他可不服老，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而

在后来看来，的确是“新的事业”刚刚开始，教学科研正处“壮年”。来厦门大学后，他仍要 把 已 在 长 春 应 化 所 招 收 的 研 究 生 带

到毕业，就只好长春厦门两边跑，直至１９８８年。而在厦门大学，黄本立要白手起家，建立实验室。在没有仪器 和 经 费 不 足 的

情况下，黄本立想尽办法，最终从熟悉的仪器厂商那得到了一台质量有问题的原子荧光光谱仪，修理调试好后作为新招收的

研究生的实验器材。

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黄本立招收了三位赴美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他们同心协力，利用自己的研究实力和长期以来黄本

立与国际仪器制造商建立的良好关系，争取到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大中型光谱仪和一批其他仪器的捐赠，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

局面。他领导着研究小组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建立了一个比较有规 模 的 等 离 子 体 原 子 光 谱 实 验 室，并 与

分析化学教研室的其他实验室一起联合发展成为“厦门大学现代分析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强有力地推动了厦门大学现代

分析科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而在当时，其困难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年轻 人 恐 怕 难 以 想 象。但 是 不 管 是 在 怎 样

艰难的条件下，黄本立都以他那不畏艰难、开拓奋进的精神为研究工作创造所需的条件，他也用这样的精神教育和影响着学

生们。

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对于黄本立是家常便饭，他以实验室为家，和学生打成 一 片。和 学 生 一 起 讨 论 实 验 时，他 总 是 用 开

放性的思维引导、鼓励学生，激发他们的潜能。他始终秉承着严谨的科学态度，主张没有 以 实 验 结 果 为 基 础 的 文 章 是 断 然 不

可取的。他还常常告诉学生不能重复的实验数据是绝不能拿来用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黄本立是出了名的“严师”。

黄本立不仅默默地关注后辈们的发展，还很注意提携他们。例如，和年轻同事一起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或学术访问 时，

他常常会把发言或做报告的机会留给年轻人；近年来先后有几家国际著名刊物邀请他当顾问时，他自己谢绝了，但总是不失

时机地推荐他认为可以胜任的年轻人去担任，结果都成功了。

在厦门大学，他坚持给学生上必修课。每次备课都亲自精心制作内容丰富有 趣、画 面 精 美 生 动 的 幻 灯 片，这 在 业 界 是 很

有名的。他总是想办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黄本立一直都使用“双语 教 学”（中 文 授 课，英 文 课 件），并 达

到很好的效果。３个学分的“原子光谱”课每周３节课，一个上午几个小时，他从来都是站着把课上完。即使是“原子光谱”这样

的专业课，他也能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专业必修课黄本立院士一直上到８０岁后，才改为每年给学生开数次专题性讲座。如“从以德治国想到科学道德和公民道

德”、“谈谈学术伦理和素质教育的一些思考”、“继承与创新”、“做一个有用的高素质的化学家”等。今年黄本立院士已经９０岁

５７３２第９期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了，但仍十分关心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成长。近四年来，即使在炎热的暑期，他每年都应邀 给 厦 门 大 学 参 加 全 国 青 少 年 高 校 科

学营活动（中国科协和教育部联合主办）的营员做讲座，期间多次参与了“大手拉小手”以及青少年科技竞赛等活动，他一次又

一次鼓励青年学生要坚定“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勇于挑战权威，勇于追求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信念，坚定

不移地探索科学真理。他积极参加各种科普活动，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福建省人 民 政 府 顾 问 以 及 厦 门 市、江 门 市 科 学

技术顾问，黄本立积极为地方公共事业的发展进献计策。

黄本立院士虽年事已高，却保持着年轻的心态，至今仍然坚持每天上班，不断学习，一有空就上网查阅文献，了解最新动

态，还会常常把看到的有价值的信息发给后辈。他也乐于和学生分享、讨论，这也是他现在仍能站在科学前沿，保持敏锐的学

术洞察力的重要原因。他和学生讨论完后总是自谦地说“现在你们是我的老师，我得向你们学习，现在知识更新得太快，我的

知识结构都老化了”。学生们明白这是老先生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和期待，他们总是定期向黄院士汇报科研进展情况，碰到科

研的关键点时也常常来请“老将出马”，请他把握大方向。

甘为人梯乐育英才、满园桃李灿烂芬芳，至今，黄本立的学生中早已有很多成 长 为 分 析 学 科 教 学、科 研 的 骨 干 和 学 术 带

头人，还在不断培养化学界的新生骨干力量。

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黄本立一如既往地在原子光谱分析领域里兢兢业业奉献着，他在原子光谱领域，包括原子发 射、

原子吸收、原子荧光和元素质谱的理论、仪器装置、方法与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 绩，直 接 推 动 了 我 国 的 原 子 光 谱 事 业

的开创、发展。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原子光谱分析学术领头羊，黄本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多 层 次 人 才，活 跃 在 原 子 光 谱 分 析 领

域的第一线。如今黄本立已经９０岁了，但仍然精神矍铄，始终如一的是他那淡泊名利、默默奉献、坚持科学道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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