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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科学家王大珩

马慕周 葛 霆 张嘉棠 戴维镛 吕 志 良

做科学家不易 ，
作为战 略科学家尤其难得 ，

王大珩作为 战略科学家
，
当之无

愧 。 王大珩先生善于从战略高度审视科技事业的发展 ，
对于我 国光学事业 、若干

交叉学科的创建和发 展 ，
以及我 国若干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发挥了 主导性

作用 。

我 ？ 先 嗲 寧 此 真 暮人

王大珩在 中 国光学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 ，
是战略性的 ， 着重谈六大贡献 。

战
一

、长春创 业与 光学科研基地的 建设 。
1 9 5 1 年 ，

王大珩接受 中 国科学院延聘略

筹建科学仪器研制机构 ，

1 9 5 2 年在长春成立 中 国科学院仪器馆 ，

1 9 6 0 年又与机？

械研究所合并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简称
“

长春光机所
”

） ， 他先后被任命ｆ
为馆长 、所长 。 在他的领导下 ，

逐步在国 内建立起现代光学仪器的各种技术学科 ；大

为 国家培养大批光学科技骨干 。 现在 国 内 知名的光学专家 ，许多都在长春光机所￥

工作过
； 国 内 的光学专业研究所都与长春光机所有渊 源关系 ；

很多光学工厂的前

期产品
， 都来 自该所的科研成果 。 长春光机所被誉为

“

中 国光学的摇篮
”

。

王大珩亲 自 领导建立 了光学设计组 ， 并举办过多期全国光学设计培训班 。 受

培训 的人 ， 许多都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 。

在我 国第
一

炉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 ，王大珩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 ， 在玻

璃配方 、退火及测试技术方面做 出 了重要贡献 。

1 9 5 5 年 ， 中 国科学院组建学部 ，王大珩被选聘为第一批学部委员 。

1 9 5 8 年 ， 长春光机所以研制 高精光学仪器和光学玻璃的
“

八大件一个汤
”

而

闻名全国科技界 。

“

八大件
”

是指 ：

1 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 、
1 微米精度万能工具

显微镜 、大型石英摄谱仪 、 中 型电子显微镜 、
中子 晶体谱仪 、地形测量用多倍航摄

投影仪 、光点测距仪和高温金相显微镜 。 这些成果打破了 当时对精密仪器制造的

神秘观念 ，推动了我 国仪器工业的发展 。

二 、在 国 防 光学工程上 的 突 出 贡献 。 从 2 0 世纪 6 0 年代开 始 ，王大珩和他领

导的长春光机所 以 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 主 ，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 、核爆

与靶场光测设备 、 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 他参加 了 我国

第一次核爆炸试验 ，指 导改装 了普通 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 动态观测 ；
最早在

国 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 目标光学特性研究 ；
在太阳模拟器和空 间侦察相机的

研制 中提出 先进的技术方案 。 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 ，他领导 了 以后 多种 型号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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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 。

1 9 6 0 年 国家为适应 国 防工程的需要 ， 提出 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

仪的任务 。 就我 国 当时 的技术水平言 ，研制这种高科技 的靶场测量装备有很大难

度 ，王大珩坚定地承担起这项国家任务 。 经过 5 年 的不懈努力 ， 研制出 了超过原

来设计指标的我 国第
一

台大型光测 装备 ，
开创 了我 国独立 自 主地从事靶场光学

观测设备研制的历史 。 在这项工程 中 ，王大珩任总设计师 。 他的工程总体方案和

技术路线 ，起到关键作用 。 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 密的技术分析 ， 综合考虑了 目

标与天空 背景的对比度 、大气衰减与抖动 、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 、跟踪过

程的平稳性 、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及其阈值对 比度等各种因 素 。 这些分析 ， 是

仪器总体设计和 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 、焦距 、快 门 曝光时间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

据 。 他在光学系统结构 、光学玻璃 、光学镀膜 、光学加工 、光学检验等各专业领域

战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 对指导当时和后来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并取得

％成功 ， 起了关键作用 。

｜
“
一

杆子
”

是从研究到 出产品
“
一杆子到底

”

全部由研究所完成 。 长春光机所

1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采取 了 王大珩的
“
一杆子

”

方案 ，保证了任务按期完成 。

Ｊ王大珩的这一思想 ， 对以后中 国科学院 内甚至 国 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

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

1 9 8 0 年 5 月 ， 我 国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 ， 在王大珩领导下 ， 长春光机所等

研制 的激光 、红外 、 电视 、 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 ， 出 色地

完成了火箭再人段的跟踪测量任务
，
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

跟踪 、定位 、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 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 以及船

体摇摆和挠 曲变形补偿与实时修正等方面均有重要创造 。 他对测量船上的观测

设备 ，在总体布局上提出 的
一体化建议

，
保证了 满意的观测效果 。

1 9 8 5 年 ，

“

现代 国 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
”

项 目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特等奖 ，
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

三 、在发展我 国 空 间科学技术上 的 突 出 贡献 。 1 9 6 5 年
，
王大珩参加了 我 国第

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 ，
任 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 、总体设计

组副组长 。 他对卫星采用 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 ，
提出 了看

法得到采纳 。

王大珩是我 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 。 2 0 世纪 6 0 年代中 ， 他在长春光

机所组建空 间对地摄影技术组 ， 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 ，在北京扩建了我 国

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 。 在他的主持下 ，
1 9 7 5 年成功研制 出 我 国首台航天相机 。

他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 ， 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 （地相机 ）
；
采用 同步对星

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 （星相机 ） ， 取得了 良好效果 。 王大珩十分关注空 间恶劣热真

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 的动力学特性 ， 保障 了 相机在空 间 的稳定运行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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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

大型太 阳辐射模拟装备 ， 是为了保证卫星在空间温度环境下正 常运行 ，而事

先在地面进行热真空试验的
一

项巨大工程 。 随着卫星体积的增大 ， 相应地必须扩

大在地面进行环境试验的规模 。 1 9 6 7 年 ， 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 ， 长春光机所承

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 、加工 、组装及检测 。 为 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勻度 ，

专门开展 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 ，如聚光 、准直及光学积分器的多种方案 比较研

究 。 在采用 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 ， 基于后期光源输出 功率的新变化 ，
王大珩

毅然决定将原方案 的 3 7 个灯改为 1 9 个灯 ，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 ， 提高 了运

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 ，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

1 9 8 3 年
，
王大珩调任中 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

1 9 8 3 年至 1 9 8 7 年兼任 中

国科学院空 间科学技术 中心主任 、 总工程师 ， 参与领导 中 国科学院卫星 工程 ， 为

我 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科学技术领域 的发展起到 了推动作用 。 1 9 8 5 年王大珩被战

选为 国际宇航科学院 （
ＩＡＡ ） 院士 。￥

1 9 8 4 年美国 总统里根提 出开展 中美太空科学与应用合作建议 ，
王大珩积极■

支持并参与 由 国家科委牵头的 中美合作相关工作 。 1 9 8 8 年春 ，
以美 国为首发起国ｉ

际空间年 （
ＩＳＹ ）活动 。 1 9 8 9 年 ， 第 4 4 届联合 国大会正式宣布 1 9 9 2 年为国际空间￥

活动年 。 美方邀请我 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 ，
王大珩受命代表我 国参加这项工作 。

我 国为此成立了 国际空间年中 国筹委会 （ ＩＳＹ－ＣＰＣ ） ，王大珩任 主任委员 。

四 、在发展我 国激光科学技术上的 突 出 贡献 。 2 0 世纪 6 0 年代初 ， 激光科学在

世界上初露锋芒 。 王大珩敏锐地预见到激光科学的发展前景 。
1 9 6 1 年 9 月

， 我国

第
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 。 1 9 6 4 年 ， 我国 第

一

个激光专业研究所

（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成立 ， 他兼第一任所长 ，
组织并指导 了激光科研的深

人开展 。

1 9 8 6 年 ，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

＂

8 6 3 计划
”

） 中 ，
他坚持列人强激光技

术主题
，
其后 ， 国 内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 。 他与几位核科学家及激光专家 向

国 家提出 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 ，
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 ，使我 国成为拥有该

类设备的少数几个 国家之
一

。

五
、在光学教育 事业的贡献 Ｑ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 。 1 9 5 2 年 ，他建议在大学设

立光学仪器专业 ，浙江大学光学仪器 系是最早在 国 内成立的 。 1 9 5 8 年 ，
王大珩倡

导创办 了我 国第
一

所光学高校 －－ 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学院 （ 现为长春理工大学 ） ，

并兼任院长 。 1 9 7 8 年 ，
王大珩受中 国科学院委派 ，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 （现为

哈尔滨理工大学 ） ，兼任校长 ， 得到过他的工作指导和学术上受过他的教益的人 ，

“

桃李满天下
”

，遍布全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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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 发展我 国 色 度 事 业的 贡献 。
2 0 世纪 7 0 年代初 ，我国着手发展彩色电视广播

事业 。 为培养彩电专业人员 ，

1 9 7 3 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及西安举办 了彩色电视学

习班 。 王大珩编写了 《彩色电 视中 的色度学 问题 》
一

书 ， 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

机 中的分色棱镜 ，解决了彩色电视中 的彩色复现 问题 。 他
一直关心建立我国色度

标准 ，

1 9 8 8 年在他 的积极倡导下 ， 国家成立
“

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

，他任

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 1 9 9 4 年 ， 由 他主持的
“

中 国颜色体系问题研究
”

课题组制

定的 《中 国颜色体系 》 、 《中 国颜色体系样册 》正式通过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 。 在

他 的倡议和推动下 ， 《 国旗国家标准 》 、 《 国旗颜色标准样 品 》 等国家标准制定 、制

作完成 。

老 子 或 又 摩 科 的 开 拓 与釗 達人

王大珩不仅是中国光学之父 ，
他还开拓若干重要交叉学科 ，

着重谈四个方面 。

略
＿

、在发展我 国遥感 事业 的贡献 。
1 9 7 6 年 ， 由 中 国科学院和 国防科工委联合组

％织 ，
王大珩主持编写了 全 国第

一

个遥感科学规划 ，
推动了我 国遥感工作 的迅速发

Ｉ展 。 在他的主持下 ，
实施了

“

地球资源光谱信息及其应用
”

研究计划 。 由 我国十多

ｔ个单位参加 的全 国范 围野外测试历时三年 ， 完成 了包括岩矿 、水体 、 土壤 、植被 、

ｍ农作物等多方面的地物光谱测量 。 为中 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系统成为 国家空 间信

息的基础设施和全国 广大遥感用户 的技术支撑体系做 出重要贡献 ＆

二 、王大珩是我 国计量科学研究 的重量 开拓 者 。
2 0 世纪 5 0 年代 ， 国家计量局

初建 ，他被聘为技术顾问 。 当 时他在仪器馆 ， 指导开设了光度 、温度 、长度 、 电学等

计量基准研究课题 ， 多次代表 国家计量局出 国 考察 。
1 9 7 7 年 ， 我 国参加 国 际米制

公约组织 ，
王大珩代表中 国参加 国 际计量大会和国 际计量委员会工作 。 从 1 9 7 9

年至 1 9 9 2 年 ，他 当选为 国 际计量委员会委员 ， 连任三届达 1 3 年之久 。
1 9 7 8 年中

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 ， 他当选为副理事长 ，

1 9 8 3 年当选为理事长 。

三
、 王大珩特别 关 心我 国 仪器仪表事业 的发展 。

1 9 5 6 年 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

远景规划 时 ，他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 的主要执笔人 ，任 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

专业组组长 。 1 9 7 9 年 中 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后 ，

王大珩担任理事长和名誉理事

长 。 他组织专家向 国家提出
“

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

，
指导 中 国

仪器仪表学 会组 办 多 国 仪器 仪表学术会议暨 展览 会 （ Ｍ ＩＣＯＮＥＸ ） ， 多 年来

Ｍ ＩＣＯＮＥＸ 成功举办 ，
已发展成为享誉国际的知名盛会 。

2 0 0 0 年 ，
王大珩再次与专家们联名 向 国务 院领导提出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

展的建议 。 并指导写 出
“

加快我 国仪器仪表产业发展 的对策与建议
”

的研究报告 。

王大珩精辟地指 出 ： 仪器仪表是对 物质世界的信息进行采集 、 测量 、处理与

控制
；
是保证安全生产与规模化生产的技术手段和基础设施

；
是信息产业的源头

和重要组成部分 。 对发展科学技术及 国 民经济乃至 国防建设都具有战略意义 。

四
、领导支持我 国 办公 自 动 化事业 并 为 其 发展做 出 主要贡献 。 王大珩院士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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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8 年担任办公 自 动化 国际学术研讨暨展览会 （ 简称 ＯＡ 大会 ）名誉主席 以来 ，

每届 国际 ＯＡ 大会他都同 与大会组委会主要成员就如何提高我 国 办公 自 动化水

平和工作效率等方面 的 问题进行研究讨论 。 领导大会组委会讨论根据我国 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 的关键问题 ，
来确定大会主题 ，研究如何通过学术讨论 、经验交流

与实现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取得实效 。

1 9 9 8 年 ，王大珩题词 ：

“

推广先进经验 ， 开发信息资源
”

。 王大珩提 出 ， 在建设

办公 自 动化之初
，
应注意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 ， 才能有效的实现信息交流 ， 为推

进办公 自 动化的发展指 明方向 。

王大珩 2 0 0 0 年题词 ：

“

顺应时代发展新形势 ，交流促进办公信息化
”

。 在他的

推动 下 ，
ＯＡ 大会积极 开展 ： 电子政务 、 电子商务 、数字北京 、数字校 园 、 智能交

通 、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应用 ，
促进 ＯＡ 产业链的产 、学 、 研 、用 （户 ） 。

2 0 0 3 年非典刚解除 ， 王大珩提出 ，
以社会防范应急为本届 大会主题 ，

亲 自 给，
略

卫生部 、 民政部 、 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 、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主要领导写报告＃

组织应急会议 ， 得到各部的热烈赞许和积极支持 。 是全国的首次应急科技大会 ，■

是在
“

非典
”

隔离刚解除的三个月 内召开的 ， 会议有 1 2 个大会报告 、 1 5 个专题报 1

告 ，对应急 问题的讨论非常热烈 。 通过会议大家认为应急 系统的建设和实施是构ｇ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内 容 ，关系家人民生命 、财产 ， 匿家安全生产 、社会经济发展的

大事 。 在社会上弓 Ｉ起 了强烈反响 ，得到很好的效果 。

王大珩十分重视 ＯＡ 大会的组织建设 ， 积极举荐人才 ，
以加强领导 。 1 9 9 8 年

推荐 国务院发展 中心邓 寿鹏局长 为 ＯＡ 大会执行主席 ；
2 0 0 3 年推荐 中 国工程院

邬贺铨院士为 ＯＡ 大会常务 副主席 ，
2 0 0 5 年担任 ＯＡ 大会主席 ，

以进一步加强 ＯＡ

大会组织力量 ， 提升 ＯＡ 大会的平台 。

王大珩在每次大会
，
总是坐在前排 ，在仔细听取大会发言后 ， 以讨论式 、启发式

讲话 ， 他那平易 近人 、
落地有声 、句句坚真

，令人受益 ，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 。

（Ｓ 家科 嗲 寧 Ａ 成臬
＂

ｔ 大 战 暗 块 策信 ｜ 名

1 9 8 3 年 ， 王大珩任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 积极倡导学部委员就国家重

大科技 问题提出 建议 。 这些建议超脱部 门利益 ，具战略性和前瞻性 ，得到高层领

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采纳和实施 ， 发挥了 重要作用 ，产生了深远影响 。

―

、关于发展 国 家 战略性高 技术
“

8 6 3 计划 ”
的建议

1 9 8 6 年 3 月 ，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 国 战略防御倡议 （ ＳＤＩ
）和西欧

“

尤里卡

计划
”

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引 起的反应 ， 联名 向 国家领导提 出
“

关于跟踪研究外

国 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
”

。 该项建议首先得到邓小平的肯定 ， 批示 ：

“

这个建议十

分重要
… …此事宜速作决断 ， 不可拖延

”

。 中 央考虑高技术在整个国 民经济发展

中 的重要意义 ，确定了
“

有限 目标 ，军民结合 ， 以 民 为主
”

的指导思想 。 由 国务院科

技领导小组组织全国 2 0 0 多位科学家 ，
经过

一

系列会议和讨论 ， 拟定 了我 国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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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王 大 珩先 生
？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 》 （简称
“

8 6 3 计划
”

） 。 这个计划 的主要 目 的是在选定的生

物 、航天 、 信息 、 自 动化 、新材料 、 能源 、 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 内 ，跟踪世界先进

水平 ，
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 ， 缩小同发达 国家的差距 。

＂

8 6 3 计划
”

的形成和实施巳

见实效 ，对我 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 响 。

二
、关于 倡 议建 立 中 国 工 程院 的 建议

王大珩有远见地考虑工程技术在 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与其他科学家联

名于 1 9 8 1 年 、
1 9 8 6 年 和 1 9 8 9 年

，
提 出建立 国家级 的工程技术院的建议 。 1 9 9 2 年

4 月 ，王大珩等五位学部委员 （ 院士 ） ，
联名 向 中 央提 出 《早 日 建立中 国工程与技术

科学院的建议》 ， 这
一建议得到江泽 民 的批示 ，

不久 中央和国务 院批准建立中 国

工程院 。

三
、 关于 发展我 国大型飞机的 建议

战王大珩对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 曾经给予极大关注 。 他在审查
“

8 6 3 计划
”

时 ，发现

Ｊ航空技术在国家高技术里没有体现 。 1 9 9 5 年 ，他与几位科学家联名 向 国家提出 《关于

学将航空技术列人重点科技领域的建议 》 。此后 ，多次发起组织以
“

我国航空科学技术发

｜展战略
”

为主题的讨论会 ，并向 国家领导人呈送《抓紧时机振兴我国航空工业的若干

大建议》及《我国大型军用飞机的发展思路 》等报告 。
2 0 0 3 年 5 月 2 5 日

，北京正值
“

非
ｉ
ｆｆ

典
”

肆虐时期 ，温总理去王大珩家征询对发展大飞机的意见 。 经过多次专家论证 ，

“

大

型飞机
”

正式纳入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 1 6 个重大专项之
一

。

四 、关 于 发 展高 科技及 实 现产 业化

1 9 9 3 年 1 0 月 中 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京成立 ，
王大珩被推选为第

一

届 理

事长 。

王老对高科技产业化有
一

系列的精辟论述 ， 十分深刻 。 他说 ：

“

在激烈的 国际

竞争 中 ， 我们要立足于世界强 国之林 ， 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壮大 自 己 的高科技 ，

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
实现产业化 。

” “

我个人认为 ， 高科技产业化

应该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

一是开发新的高新技术产品 ， 目 的是形成新的工业 ；

二是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 ；
三是对有重大社会效益的项 目

用高新技术去建设和改造 。

”

王大帝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领域很广 ，方式多样 ，贡献多方面 。 王大帝进行科学

研究 ， 密切结合实际 ，充分发挥 自 己的智慧和能力 ，
常以远瞻的 目光 向国家提出重大

的科学发展建议 。 王大珩是科学家 ，更是科技组织者更是战略科学家 ， 在振兴祖国科

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 ， 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 。

马慕周 《办公 自 动化 》杂志社 社长 、 高 工

葛 霆 中 国科协 高 工

张 嘉 裳 中科 院心理所 研究 员

戴 维镛 国 家体委 教授级高 工

吕 志 良 中 石 油 教授级高 工
－

4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