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湖传闻，在共和国原子能事业
创业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条件艰
苦、设备简陋，科学家们硬生生用算盘
把核弹算了出来。

这种说法“有图为证”——瞧，这
位科学家用的就是算盘！

一来二去，这个故事流传广了，很
多人就疑惑——算盘真有那么神吗？

要知道，造核弹需要的计算可不
只是加减乘除。开方乘方、微积分、对
数、级数、各种物理单位的换算……小
小算盘真的应付的了这些？

在“两弹一星”研发当中，科学家
们确实用过算盘，但这是因为当时资
源有限、算力紧张。其实，算盘只是为
了方便才用上的辅助工具，只能用于
粗估。

那么，科学家们做计算的主力神
器是哪些呢？

一共有两件。
一是手摇计算机，这种酷似老式

电话的机器曾陪伴我国科学家多年，
下面这一台就是邓稼先用过的，现藏
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是我国研发的第一代电子管计
算机。没错，中国人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计算机。

1958 年，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问世，并实现少量生产，名为 103 型计
算机。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我国自
己的新型计算机不断问世。

1959 年，104 型计算机也问世了，
它就是我国科学家在研发“两弹一星”
时使用的主力机型。

这两台巨无霸承担了当时科学研
究中大多数的计算任务。但是，以今
天的标准来看，这台计算机的算力仍
然是非常低的，而且操作极其繁琐，很
多时候不够便利。因此，科学家们还
是需要大量使用手摇计算机。

另外，科学家们还有一种称手的
工具，叫做计算尺。有了它，对数函
数、指数函数、三角函数、双曲函数、开
根、求幂都可以快速求解。但是，它的
应用范围和算盘类似，只是一种补充
性的工具。

所以，算盘对于“两弹一星”科学
家们来说，只是一种边缘的、补充性的
计算工具，不能用于关键计算。“算盘
算出核弹”只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

但是，算盘在科学家的办公桌上
仍有一席之地，也确实说明了我国原
子能事业创业之艰辛。总的来说，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使用的工
具还是很简陋的。

也正是凭借这些简单的工具，科
学家们把原子弹从草稿纸上的乌托邦

变成了罗布泊里的“大炮仗”。
在原子弹研发过程当中，有一个关

于计算的著名故事，叫做“九次计算”。
1959年，苏联停止对华技术援助，

撤回所有专家。在离开之前，有三位
苏联核专家在课堂上留下了一个关于
内爆过程中产生压力的技术指标。

对于接下来需要自力更生完成原
子弹研发的中国科学家们来说，这个
重要参数本来应该是一个助力。但
是，在研究人员历经二十天的计算之
后，这个参数出现了偏差，计算工作因
此陷入僵局。

一次计算解决不了怎么办？那就
再来一次！

为了获得准确的结果，邓稼先带
领研究人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乃
至算盘反复计算。在三个月内，科学
家们三班倒地又进行了三次计算，却
仍未得出和苏联专家一致的结果。

四次计算后仍然一筹莫展，中国
科学家的回答是继续做第五次，第六
次，一直做到了第九次。

1961 年中，物理学家周光召仔细
分析了九次计算的结果，运用炸药能
量最大功原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数
据是有问题的。

数学家周毓麟回忆说，在计算的
同时，当时的二机部理论部陆续从中
科院和各高校召集各个领域的专家，
群策群力验证讨论，分析质疑。

在一轮轮民主讨论和争论之后，
核物理研究带头人彭桓武决定采用周
毓麟提议的人为粘性方法进行验证计
算。1961 年底，周毓麟带领的精确计
算组得到了试算结果，与特征线方法
的结果和九次计算手算结果进行了比
较，结果表明，计算结果与手算结果很
接近，误差只在5%左右。

两位科学家的发现先后印证了中
国科学家九次计算结果的准确性。正
确的参数不仅给原子弹理论设计奠定
了坚实基础，还提升了科研团队的自
信心。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这颗核弹不仅是中国
科研实力的证明，还是向中国科学工
作者严谨务实精神献上的礼花。

后来，数学家华罗庚评价说，这九
次运算“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更
不容易的是，中国科学家的计算是在
相当简陋的条件下实现的。要知道，
当时一台104型计算机的算力，还比不
上今天的一部智能手机。

现在，正在轻松使用“超级算盘”
的你，能够想象到科学家们研发原子
弹时的真实画面吗？

中国第一颗核弹是算盘算出来的吗
——老照片里的“两弹一星”故事（三）

□□ 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孙明源

图1为我国科学家用算盘计算数据。
图2为邓稼先领导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
使用的手摇计算机。

图片来自央广网
图3为103型计算机。
图4为104型计算机。

图片来自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图5为周毓麟一家三口的合影。

图片来自中国科协周毓麟采集工程
图6为计算尺。

图片来自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
图7为物理学家周光召。
图8为研究人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数据。

图片来自央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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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科技馆亟需
思考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出应对，创新
工作方式，更加优质、高效地践行科
学文化建设。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
世界、对社会影响广泛深远，科技馆
如何紧密关注疫情发展，促进各方经
验与智慧的交融，共同制定科普抗疫
策 略 ，也 是 科 技 馆 界 共 同 面 临 的 任
务。

9 月 27 日，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北京科学中心(北京青少年科
技中心)承办的“北京中外科技馆馆长
对话会”拉开帷幕。这次对话会关注
科技场馆的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等方
面的内容，并从科学文化传播视角和
科技馆开展科普抗疫的策略等方面，
共 同 探 讨 了 科 技 场 馆 的 未 来 发 展 趋
势。

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场地，科技
馆 在 提 高 青 少 年 科 学 素 质 水 平 发 面
发 挥 着 不 可 或 缺 的 作 用 。 这 次 会 议
邀 请 了 上 海 、广 东 、山 西 、重 庆 等 省
市，以及来自新加坡、澳大利亚、土耳
其等国内外近 20 个科技场馆、机构、
组 织 的 馆 长 、高 层 领 导 者 及 专 家 学
者，共同分享了科技馆的时代担当，
以及未来科技馆可行的发展策略，如
何 对 青 少 年 的 科 学 素 质 提 升 和 科 技
场 馆 的 创 新 发 展 起 到 引 领 和 指 导 性
作用等。

据了解，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比 2015 年
的 6.2%提高了 4.36 个百分点。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整体快速提升的同时，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60 至 69
岁公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
科学素质水平仍然低于 5%，亟需完善
终身学习体系，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素
质薄弱群体的教育、传播和普及工作
力度。

这次会议从新时代科技馆科学文
化建设的内涵出发，反思如何在新形
势下做出应对。来自广东科学中心、
重庆科技馆、南京科技馆、索尼探梦科
技馆，以及新加坡科学馆的专家，分享
了 科 技 馆 在 素 质 教 育 中 的 探 索 与 实
践、整合场馆内外和线上体验资源的
方式和方法，特别是科技馆在加强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
经验和成效等，为科技馆的科学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在应对疫情肆虐的斗争过程中，应急科普发挥了优
质、高效的强大功能，为广大公众在第一时间获知如何避
免传染、寻求就医等知识武器提供了强大支持。这次会议
从疫情肆虐下科技馆的应对策略方面着手，反思如何在新
形势下做出应对。与会者认为，山西省科技馆、黑龙江省
科技馆、内蒙古科技馆以及澳大利亚科技馆等在疫情应对
和数字化科学馆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能为其他
科普场馆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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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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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拉开帷幕。在众多的国内外先进
飞机中，一款神秘的中国空军战机引人注目，这是它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对外亮相。它就是我
国以歼-16飞机为平台自主研制的新型电子战飞机——歼16D。在它帅气的外表下，机背
上加装的天线格外显眼，它两侧翼尖处还分别加装了一个椭圆形的“吊舱”，可别小看了这两

处小小的改动，它们的加持让歼-16D具备了“侦、攻、防一体”综合作战能力，可以有效对抗
多种要素构成的先进防空体系。歼-16D的出现，也进一步提高了空军电子进攻能力，大大
拓展了空军作战范围，有助于实现我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更多精彩见本期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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