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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莉

1960 年 11 月 5 日 9 点 02 分，一声轰鸣刺

破戈壁的宁静，我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

“东风一号”从西北大漠导弹靶场冲天而

起。导弹飞行 7 分 31 秒后，准确命中 554 公

里外的目标，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这一天

起，中国彻底结束了没有导弹的历史。“东风

一号”导弹凝结了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智

慧与心血，是那一时期我国科技工作者潜心

科研的结晶。

一份写满了数学计算公式的设计草稿

本记载了“东风一号”导弹天线研制的科研

历程。这本设计草稿出自中国工程院院

士、电磁场理论与天线技术专家陈敬熊之

手。在导弹天线研制过程中，陈敬熊不迷

信权威，打破理论限定，找出了“麦克斯韦

方程直接求解法”，解决了导弹天线研制中

的关键问题，为导弹成功发射作出了重大

贡献。

1957 年 11 月 16 日，由于国防事业发展

需要，以陈敬熊所在的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

为基础，联合几家科研单位组建的国防部五

院二分院（以下简称二分院）正式成立。自

此，陈敬熊开始在二分院从事航天科研工

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踏上了毕生

为航天科研事业奋斗的征程。

刚进院不久，陈敬熊就承担了一项重大

任务，研制“1059”导弹天线。“1059”是以苏

联“P-2”导弹为原型结合国内实际仿制的第

一代国产导弹，陈敬熊研制的导弹天线是导

弹的“眼睛”和“指挥棒”，没有天线的导弹就

会失去行进的方向。但导弹天线不同于地

面天线，它作为导弹的组成部分之一，有着

丰富的形式和特殊的设计条件，因此研制难

度很大。

为了尽早研制出导弹，大家劲头十足，

抓紧时间攻关。当时，有关国家对关键技术

守口如瓶，国内也根本没有可借鉴的经验。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大家迎难而上，决心

搞清楚导弹天线设计原理，自力更生把导弹

研制出来。陈敬熊带领团队昼夜攻坚，经过

几次讨论后，将研制重点放在了高速飞行器

的天线绕射问题上。

陈 敬 熊 的 工 作 是 要 解 决 导 弹 天 线 电

磁波如何传播的问题。

当 时 ，国 际 上 已 有 人 提 出 一 些 相 关

理 论 ，被 广 泛 使 用 的“ 赫 兹 势 位 法 ”是 当

时应用广泛、较为成熟的算法，但陈敬熊

发现这些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实际问

题 。 当 他 提 出 创 新 方 法 时 ，很 多 人 对 此

表示质疑，认为要打破权威，不可行也不

可能。但陈敬熊对待学术问题从不迷信

权威，不唯书、只唯实，坚持要开阔思路、

寻 找 出 路 ，把 外 国 人 没 有 做 到 的 东 西 搞

出来。

一次次的测量数据、科研论证，一次次

的试验失败、艰苦求索……终于，陈敬熊创

造性地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直接求解法”，

通过简单、直观、不易漏项的运算，大大简化

了金属圆锥体、圆柱体、抛物柱体等设计计

算公式的推导，为导弹天线设计提供了科学

理论依据，解决了导弹天线的关键技术问

题，让“1059”导弹成为“有的之矢”。这一方

法也成功打破了国外专家关于天线设计的

理论限定，成为新中国科技工作者自主创新

的典范之一。

1960 年 11 月 5 日，在我国西北戈壁滩某

试验场，“1059”导弹随着一声铿锵有力的

“发射”口令腾空升起，在天空上划出一道美

丽的弧线。飞行几分钟后导弹准确命中目

标，发射取得成功。这枚被研制者们称为

“争气弹”的导弹，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东

风一号”。从此，中国彻底结束了没有导弹

的历史。

陈敬熊用无数枯燥的图纸、试验、报告

和方案，为“东风一号”插上了翅膀，飞上了

蓝天。他首创的这种科学算法，也有效推

动了“红旗一号”导弹天线的成功研制。此

后，在我国空天防御系统研制起步时期，陈

敬 熊 承 担 了 研 制“101”雷 达 、“102”雷 达 、

“715”雷达等任务，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相继

问世。其中，相控阵雷达等多项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

在几十年的科研生涯里，陈敬熊积累

总结了一套适合航天事业发展的理论和

经 验 ，悉 数 传 授 给 年 轻 的 科 技 人 员 。 退

居二线后，他仍坚持学习和研究，时常用

自创的算法把专业相关的数学公式重新

推 导 一 遍 。 陈 敬 熊 不 仅 严 于 律 己 ，要 求

自 己“ 活 到 老 ，学 到 老 ，干 到 老 ”，而且还

教诲学生，“我们要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建设科技强国，要靠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

续奋斗”。

陈敬熊作为我国天线理论和制导雷达

天线设计主要开拓者之一，一生都在为国家

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用一颗爱党爱国的赤

子之心谱写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自主创新结硕果“东风”升空震寰宇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电磁场理论与天线技术专家陈敬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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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敬熊设计草稿本。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供图

1953年 7月，北京动物园西北角，红墙白柱的晚清建筑

畅观楼，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为新中国首都绘

制蓝图的北京城市规划小组成员。包括苏联援华专家在内

的 40 余人，在这里封闭工作了几个月。当年底，出自畅观

楼小组的北京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被上报中央。今天

北京城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当年这版规划的影子。

近日，一场以北京城市规划史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建筑大学举行，会上发布了该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浩

的研究成果《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作为城市规

划史研究学者，李浩对科技日报记者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北京城的规划故事。

如今的北京，是一个人口超过 2000 万的国际化大都

市。但刚解放时，北平（1949 年 9 月 27 日改称北京）市域面

积为 707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多万，绝大部分人口聚居在

以城墙为显著边界的老城之内，人们进出北平城需要通过

三重“关卡”：城门、护城河、近代修建的环城铁路。原有的

城市空间格局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急需科学的规

划。但这并非易事。1950—1952年，因各方分歧，一直未能

形成成熟的规划方案。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首都规划成

为迫在眉睫的紧迫问题。北京市委专门成立“畅观楼规划

领导小组”，经过数月持续研究，于 1953 年 12 月初完成《改

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

李浩介绍说，这一版规划，确定了北京城以“环形＋放

射”为鲜明特征的道路网骨架。古代和近代，北京城传统的

道路网为方格网状，整齐对称，但棋盘式道路使路程加长、

道口增多。为了适应大规模城市建设的需要、提高交通便

捷性，并增强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性，1953年版规划提出建

设若干环路，并从东直门、西直门、菜市口和蒜市口（今磁器

口地铁站位置）向外开辟四条放射线的道路网结构。今天

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路的格局，在 1953 年版规划中已初

具雏形。

让北京人引以为豪的中轴线也在这一版的规划中出现

重大变化。北京中轴线在古代和近代只向南延伸，最北端

止于钟鼓楼。其北部被皇家视作腹地加以保护。1953年版

规划改变了这一格局，明确提出将南北中轴线和东西长安

街作为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两大控制主轴，将中轴线做了

向北延伸的设计处理，而画出这关键一笔的，是指导北京规

划的苏联专家巴拉金。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李浩发现 1953 年版北京规划

中，不乏一些前瞻性的考虑，譬如：对于地下市政设施，应有

统一的规划和设计，并应采取修建总的地下沟道的办法，把

电灯、电话、电报线路和水管等都包括在内，以节约造价，避

免互相冲突，并便于检查和修理；为了向城市居民提供最便

利、最经济的交通工具，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在

市区境界外围建立巨大的防护林带和防护林网，以防止风

沙袭击，并作为污浊空气的过滤所和新鲜空气的贮藏所；为

了便利首都劳动人民的生活并改善城市的环境卫生，应及

早考虑建立煤气供应系统。“这些与今天我们在城市建设中

强调的生态文明、城市综合管廊建设、煤改电和煤改气等指

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李浩说。

在 1953 年版北京规划的基础之上，1957 年版、1958 年

版北京城市规划相继产生，为后来北京的整体布局和结构

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

北京城的规划故事

近日，陕西宝鸡机车检修厂人头攒动。昔日平静的厂

房如今化身成为“展览馆”，纪念宝成铁路通车运营 65周年

暨 2023 第二届中国铁路文化收藏集邮展在宝鸡机车检修

厂举办，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0 余名铁路收藏家

和集邮爱好者的 1.8万余件铁路老物件汇集于此，集中亮相

展出，参观人群络绎不绝。

本次展会由中国收藏家协会铁路文化收藏委员会、宝

鸡机车检修厂联合承办，旨在以铁路文化收藏和集邮展览

为载体平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铁路文化，为全国铁路藏友、爱好者提供交流互鉴学习

平台的同时，更让公众一睹真宝贝、老物件的风采。

中国收藏家协会铁路文化收藏委员会秘书长赵向红表

示，这些穿越岁月风尘的珍贵展品，记录承载着中国铁路发

展的历史脉络，也是我们寻根问源的宝贵精神财富。保护

好、利用好、传承好这些珍贵展品及其承载的历史精神，展

示铁路新发展、共享铁路新成就，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与广

大铁路职工的爱党爱国爱路情怀，是这一代铁路人的责任

也是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如今，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出行乘坐高

铁已经成为不少人长途旅行的首选。宝成铁路以及伴随其

诞生的不怕苦、不服输、不含糊的“宝成精神”与京张铁路精

神、毛泽东号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一起，成为一代代铁路

人赓续接力“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真实写照。

据悉，此次展会结束后，绝大部分展品将移师新疆，

为即将到来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相关展览再添

风采。

万余老物件

展现中国铁路变迁

◎李溢春 实习记者 都 芃

开年以来，人工智能领域现象级应用

ChatGPT 引发全球关注和讨论。美国人工

智能公司 OpenAI 最新发布的 GPT-4 则更

为强大，不仅可以通过律师考试，还可以将

一张手绘草图变成一个可运行网站，或在 60

秒内建立一个视频游戏……在 ChatGPT 生

成的一行行智能回答的背后，对人工智能的

信任、责任、伦理、法律等思考也逐步从幕后

走向前台，成为热门话题。

怎样理解人工智能创造的艺术？人工

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定义“公平”？如何把

人类知识和 AI 算法结合以防止风险？这些

话题的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需要什

么样的 AI伦理和 AI治理？

不可否认，ChatGPT 还有很多局限性，

但人类应为应对 AI 可能带来的风险做好准

备。在 AI 技术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关于

AI 伦理和 AI 治理，社会亟须形成广泛明确

的共识。

今年 2 月，《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未来

视角》出版。30多位来自学术界或科技企业

的专家学者，围绕“AI 向善的理论与实践”

“AI 的公平性”“AI 与风险治理”“AI 决策的

可靠性和可解释性”“用户数据隐私”“包容

性的 AI”六大专题分享了建设性的意见。

其中不少观点为理解人工智能热潮提

供了思路。

例如，人工智能是否会威胁人类？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发展之快，很

容易令人产生幻觉——似乎科幻电影里的

想象已然近在咫尺，似乎将 ChatGPT 和智能

机器人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把《银翼杀手

2049》里的虚拟女孩乔伊搬进现实。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洪小文认为，现在

的人工智能是“强人工智能很弱，弱人工智

能很强”，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威胁，其实没

必要太过担忧。今天的人工智能根本不具

备系统化解问题的功能，通用人工智能的实

现还“没有影子”。

对于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浩清特聘教

授、博士生导师漆远介绍了顶尖科学家们的

观点。他提到，麻省理工学院顶尖科学家之

间曾举行辩论，主题为“将来机器人是否能

够像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一样发现科

学定律”。现场的研究者一派认为不可能，

这个技术的“种子”不存在；另一派则认为，

有可能实现，但技术路线不得而知。

尽管人类和超级人工智能之间还有不

短的距离，但思考其潜在风险，其即将或已

引发的伦理与治理问题，仍非常必要。漆远

认为，面对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风险，系统

设计要留有“冗余”，需要将人和智能机器看

作一个大系统，从整体来思考和构建可信和

可靠性。

再如，数据隐私保护问题。很多企业掌

握着大量数据，但数据归属权却并不清晰。

例如，医院拍摄的医学影像属于患者还是医

院？

美团副总裁、首席科学家夏华夏给出了

3 点具体看法。具体到科技企业，如果收集

数据，应该告诉用户数据未来的用途；保护

数据隐私，企业要有自律精神，需要有一套

数据使用制度以及委员会监管；数据安全需

要技术保障，但起兜底作用的还是法律法

规，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是约束，

也可以让用户放心。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认为，人

工智能领域比较好的治理模式是“敏捷治

理”，要求政府与企业互相沟通，共同讨论潜

在风险并判断如何有意识地加以规避，建立

合理的治理框架。

在书籍第二章内容里，专家分享了全球

AI治理进展和新动态，梳理了德国、日本、新

加坡等国家及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

关于 AI治理的政策。同时，书中还制作了国

内外重要数据监管法律法规的时间轴，清晰

显示了数据监管越来越严厉的趋势。这些

内容可令读者较迅速地了解人工智能领域

治理概况和相关原则。

目前，人工智能仍以极快的速度发展

着。人类在道德和实践理性层面上的进

步，也要跟上技术发展的节奏。正如未来

论坛青年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郭锐在该书导论中所言，意识到并理解

随新技术产生的社会伦理和治理问题，着

手应对，“人类就是在实践最高意义上的自

由”。希望社会各界能认识 AI，拥抱它、适

应它、影响它并引领它，共同建立起一个能

让人类从人工智能中受益并防止其产生危

害的治理体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

◎孙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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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张盖伦）拉斐尔、提香、贝尼尼、鲁本斯、委拉斯

凯兹、伦勃朗、柯罗、安格尔、莫兰迪、夏加尔、草间弥生、蔡国强……50

位艺术大师的自画像，齐聚“心影传神——乌菲齐美术馆藏大师自画

像展”。展览于 4月 27日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公众展出，展期至 9

月 10日。

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文艺复兴的摇篮、欧洲著名艺术中心佛罗伦

萨，以收藏诸多绘画巨匠之作闻名于世，自画像系列藏品更是乌菲齐

美术馆核心馆藏之一。本次展览从乌菲齐美术馆馆藏中精选了文艺

复兴时期至当代的 50 幅画作，向中国观众展现艺术史上众星璀璨的

光辉。它不仅使观众得以瞥见艺术家自身容貌形象的再现、精神世界

的表达，也使观众得以探寻画家所处时代与社会文化的珍贵线索, 揭

示有关“自我”与“现实”的永恒主题。

沉浸式光影体验部分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此部分以“14世纪

到 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为主题，用数字技术展示乌菲齐美术馆收藏

的数十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珍品，包括波提切利、米开

朗琪罗、达·芬奇、提香等文艺复兴大师的杰作。该部分通过 360度全

息投影融合技术，打破传统的静态“画框式”观看方式，将这些经典作

品进行“解构再创造”数字化高清重现，使名作栩栩如生，以光影流动

的形式重新演绎大师作品。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与大师来一场跨时空“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