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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前副理事长、中国力学

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

前主任委员、本刊编委和顾问、中国科学院力学研

究所研究员陶祖莱先生因病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

北京逝世，享年 ８３ 岁。 陶先生的离世使我们失去

一位尊敬的同事和朋友。 我们永远缅怀陶老师！
陶祖莱先生是我国生物力学的先驱者之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生物力学研究在国内悄然起步。
１９７９ 年夏天，陶祖莱、王君健、吴云鹏和王公瑞教授

借赴美出席第二届世界微循环大会之际，访问了加

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ＵＣＳＤ），在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生物力

学之父”冯元桢（Ｙ． Ｃ． Ｆｕｎｇ）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工

作了两个月。 这四位教授是新中国与美国建交后，
首批在冯先生实验室学习工作的大陆学者。 同年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冯先生访华讲学，在武汉（原华中工

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和重庆（重庆大学）两地举

办生物力学讲习班。 冯先生在讲习班上的讲稿由

陶祖莱、王君健、吴云鹏和王公瑞教授精选、翻译与

整理后成书，即中文版《生物力学》 （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出版）。 该书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本

生物力学领域的专著。 冯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

详细介绍了这次讲习班和该书的完稿经过。 冯先

生写道：“他们整理编写这本书，工作十分繁重的。
祖莱最用功。 １９７９ 年 １０ 月我们在武汉，每天上午

我讲三小时，下午座谈二三小时。 祖莱大概每天晚

上整理编写，因为每等不了几天，他的稿子就写成

交给我了”。 这次冯先生在武汉和重庆两地的生物

力学讲习班是我国生物力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有
力地推动了我国生物力学研究与学科的发展。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以来，我国一批力学、物理学、医学、
生物学以及工程学科的学者加入到生物力学研究

行列中。 １９８１ 年，我国建立生物力学学科的硕士

点，１９８６ 年又建立生物力学学科的博士点。 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

中医药研究院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院校和科研机构

也纷纷建立了生物力学学科基地或研究团队。 后

来，冯先生在 ＵＣＳＤ 的实验室又陆续培养了一批由

我国大陆院校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和博士生。
１９８２ 年我国自己培养的生物力学第一位硕士毕业

以来，国内也陆续培养出一批接受过良好交叉训练

的青年生物力学工作者，并已逐渐成为我国生物力

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骨干力量。
１９８４ 年 ６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陶祖莱先生再次

在 ＵＣＳＤ 冯先生的实验室学习工作，进一步学习领

会了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范。 而后，陶先生

著有《生物流体力学》和《生物力学导论》等专著，系
统深入地阐释了冯先生的“应力⁃生长”理论和生物

力学研究理论联系医学工程实际的学术思想。 陶

老师提出，生物力学研究要以医学、生理学、生物学

的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把力学的方法和生物学的

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去解决医学、生理学、生物学和

生物医学工程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最最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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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是要得到医学、生物学、生理学

和生物医学工程的承认，而不是追求力学的完美

性。 他的这些学术思想一直在影响和推动着我国

生物力学的发展。
１９８６ 年，本刊前身《生物力学》杂志创刊。 同

年，７ 月 １５ 日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刊登了冯元桢

先生的贺词。 １９９２ 年《生物力学》杂志改名为《医
用生物力学》杂志。 本刊是我国是国内唯一一本公

开发行、以反映生物力学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

成果，推动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医、理、工各学科

相互了解和合作为目的学术性刊物，在我国生物力

学、生物医学工程和临床医学学术交流中发挥着重

要的平台作用。 陶祖莱老师从本刊创刊起即担任

我们编委会的编委，２００５ 年起转任本刊编委会的顾

问。 这些年来，他为本刊写稿、组稿，为本刊的发展

出谋划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７９ 年，由王君健、陶祖莱、杨桂通、吴云鹏、修

瑞娟和柳兆荣等学者发起在中国力学学会下成立

了生物力学专业组。 １９８０ 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成立，生物力学作为其创始学科成员之一，又成

为其分支机构。 从 １９８４ 年全国第一届生物力学专

业委员会起，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即成为同属于中

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两个全国学

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发展延续至今已是第十届。 从

１９９９ 年起，陶祖莱老师任第四届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他发起对我国生物力学发展战略进行

了深入思考和研讨。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他在上海主持召

开了“中国生物力学‘十五’发展战略研讨会”，为新

世纪我国生物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在西安第七届全国生物力学学术大会期间，陶
老师主持了专业委员会换届。 当时，为促成专业委

员会组成人员的更新，他果断提议：“以我的年龄为

界，正负两岁者均退出专业委员会，让年轻人进

来！”。 他倾力提携后辈、高风亮节的提议得到了专

业委员会中老同志的热烈响应。 同时，他又推荐樊

瑜波教授（时年不足 ４０ 岁）任主任委员，组成了第

五届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 至此，我们生物力学专

业委员会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一批我国自己培养

的生物力学年轻人加入了专业委员会，为专业委员

会增添了新的活力。 陶老师为我国生物力学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表率和重要贡献。 经过 ４０ 年

的发展，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

力学专业委员会的注册会员人数已经达到 １ １４２ 人

（２０２０ 年统计数）。 新世纪以来，国内生物医学工

程、力学、医学和生物学专业的科技人员踊跃开展

生物力学的交叉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以我们生物

力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系列学术会议之一“全国生

物力学学术会议”的参会人数为例，从最初几届会

议的百人左右发展到 ２０１８ 年参加“第十二届全国

生物力学学术会议”的人数已超过千人之多。 今

夏，我们将在贵州召开“第十三届全国生物力学学

术会议”，从目前的征文已达千篇的情况看，大家参

会的积极性很高，预计会议规模将创历届新高。 我

国生物力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形，可以告慰陶老师

等前辈的在天之灵！
１９８０ 年，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陶祖莱

先生先后担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常务理

事、副理事长和会员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陶

老师是极具战略眼光的科学家。 他积极投身到学

会的各项工作中去，出席各类学术交流和研讨会

议，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研讨，大力支持生

物医学工程新兴领域发展，支持青年学者成长，为
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在中

国科协的支持下，每隔 ２ ～ ３ 年学会都要组织撰写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至今已出版了 ５ 本（期），其中的 ４ 本是由

陶老师担任首席科学家牵头组织编写的，为此他付

出了许多辛劳和智慧。 这一系列的学科发展报

告，一方面从战略高度论述了生物医学工程学科

国内外最新科技前沿进展及其对我国生物医学工

程学科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科阶段性的学术成绩小结，具有很强的前

瞻性和学术引领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物医学

工程学科的发展。 在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

３５ 周年时，授予陶老师“学会终身贡献奖”；２０２０
年在学会成立 ４０ 周年之际，又授予他“学会工作

杰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多年来对学会工作做出的

重要贡献！
陶祖莱先生崇尚科学、学识渊博、高瞻远瞩、襟

怀坦白、倾力提携后辈、无私奉献的精神和高尚品

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陶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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