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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分析化学家、教育家高鸿院士逝世 享年95岁

  文章来源：西北大学 发布时间：2013-06-17 【字号： 小  中  大 】 

我国近代仪器分析学科奠基人之一，分析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中

国民主同盟盟员，西北大学和南京大学终身教授，陕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特邀咨询委员高鸿院士因病医治无

效，于2013年6月14日11时22分在江苏省南京市逝世，享年95岁。 

高鸿1918年6月26日生于陕西泾阳，1943年毕业于原国立中央大学；1945年2月赴美国伊利诺大学专攻分析化

学，因优异表现获两枚金钥匙，1947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48年，他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怀着一颗赤子

之心毅然回到祖国，担任原国立中央大学化学系副教授。解放后，他历任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终身教授，并被

确定为全国首批博士生指导教师。1980年11月，高鸿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92年他回到故

乡，受聘西北大学终身教授，并先后担任西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西北大学分析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陕西

省电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 

高鸿高瞻远瞩，严谨治学，精心育才，始终致力于分析化学学科前沿领域研究，多次参加全国基础学科科学规

划的制订工作，对我国分析化学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应国家在分析化学人

才和仪器分析教材之急需，高鸿潜心编写了我国第一部《仪器分析》教材，开创了我国仪器分析教育的先河。他编

撰的《极谱电流理论》是我国第一部极谱理论专著，并于1988年获国家优秀图书一等奖；《示波极谱滴定》、《示

波滴定》和《示波药物分析》等是世界上示波分析领域的第一批专著，其中《示波滴定》获得高等教育优秀学术著

作特等奖。他用辩证的观点思索“分析化学研究什么特殊矛盾”，并多次在国家科学规划会议和全国性学术会议上

阐述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我国分析化学学科的发展。上世纪末，高鸿在分析化学前沿与教育座谈会上

作了“分析化学现状与未来”的主题报告。该报告与其他二十多个报告汇集成《分析化学前沿》一书，已成为我国

分析化学界迎接21世纪挑战的指南。 

高鸿为我国电化学和电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享誉世界。他发表科学论文300余篇，

其科研成果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并荣获2002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圆满地解决了球形电

极扩散电流公式的验证问题，解决了极谱分析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提出了球形汞齐电极的扩散电流公式，并

进行了验证。他提出一种测定金属在汞内扩散系数的新方法，并据此测定了16种金属在汞内的扩散系数，澄清了学

术文献上数据混乱的情况。他推导出一系列极谱电流公式(特别是催化电流理论)，并进行了验证，解决了近代极谱

分析中的一些重要基础理论问题，近代极谱分析基础研究相关成果先后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和1982年国家自然

科学三等奖。他首创了新的电分析技术——示波分析，并将其开辟成一个新的分析领域。该技术推广应用于化学分

析、药物分析等领域，取得了极大成功。示波滴定相关研究成果先后获198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91年国



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高鸿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

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分析化学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委化学学科组成员、民盟中

央科技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历任前中央大学校友总会第一任会长、多个全国性学会的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国际纯

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委员，国际分析化学杂志Trends Anal. Chem.和《分析化学》、《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冶

金分析》等多个国家级杂志的顾问编辑、常务编委、编委或顾问。 

遵照高鸿院士生前遗愿和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一律不收礼金。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3年6月20日上午9点在南

京西天寺殡仪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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