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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面对强

敌入侵，有识之士再次意识到“科学救国”的重要性。

抗战期间，诸多科普刊物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科学

家纷纷以笔为戈，为刊物撰稿，科普刊物传递国内外

最新科技成就，并紧扣抗战，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科

学素养和爱国热情。

岁月流逝，那些抗战时期兴办的科普刊物早已纸

页发黄，仅余少量存本。聊聊过去的它们，以另一种

方式来纪念抗战，缅怀烽火岁月里，科学家们试图通

过科普来支援抗战的炽热之心。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世界》

1932年 11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南京创办了《科

学世界》，它以中小学师生为主要阅读对象，以通俗有

趣为特点，发表通俗文章，并配合科学演讲和展览来

普及科学知识，为适应抗战需要，抗战期间，着重介绍

各种军事技术和防空、防毒、防疫、救护，刊载资源调

查报告等。

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为华西自然科学社，由赵宗

燠、李秀峰、苏吉呈、郑集四名中央大学川籍学生发

起，1927 年成立于南京，其初衷是促进祖国西部的发

展。“九一八”事变后，受国难刺激，该社决心献身科学

救国，把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抗日救亡和向大众普及

科学知识上来。

该社发起人之一郑集，是《科学世界》的主要撰稿

人，1934年，他从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归来，在中国科学

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化学研究

室，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后因战事所迫随工作单位

西迁。他一生主要从事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并做了

不少科普工作。《科学世界》创刊后，郑集发表了诸多

文章，诸如《战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到民间去》《食

物与中毒（在广播电台演讲稿）》《近年来生理化学中

几种最有趣味的进步》等，在普及生物化学知识的同

时，他还强烈呼吁科学家承担起“科学救国”的责任，

为抗战贡献己力，并以身作则，除写文章外，还常到广

播电台进行演讲，传递科学知识，他是烽火年代里众

多为抗战奋斗的科学家代表之一。

另外，在抗战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还进行了其

他一些科普工作，如 1942 年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科

学》，主要面向国外介绍中国的科技进展，1943年创办

了英文刊物《科学文汇》，介绍国外科学进展，有意识

地推动战时我国科技的国际交流。

科学化运动和《科学的中国》

半月刊通俗杂志《科学的中国》创刊于 1933 年，

是 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化运动的产物。“九一八”事变

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知识界普遍发出了科学救

国的呼声。在这一氛围的影响下，1932年 11月，一批

科学家、教育家和部分政要、名流，组织科学化运动协

会，发起了科学化运动。由于战势需要，该协会将国

防科普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科学的中国》第八期

为“国防专号”。

《科学的中国》以张其昀为总编，戴安邦等人为编

辑，并有许多科技界人士为该刊撰稿。总编张其昀是

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开山大

师，作为主编，他曾在创刊号上撰写《“科学”与“科学

化”》来阐述科学是什么及中国为何要科学化，在同期

刊发的《也来“寒暄”几句》里，他以通俗的语言、图文

并茂地阐述为何温带地区要优于热带地区、自然带的

垂直及水平分布，并从方位论上来探讨中国人为何被

称为中国人。

科学化运动协会成员吴承洛也是该刊的主要撰

稿人，他出生于 19世纪末，是著名的化学家和学会工

作活动家。“九一八”事变后，尚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任

职的他与人合作对烟幕、毒气进行研究，并研制出防

毒面具，为国防化学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期间，他

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组织重要工厂西迁，组织学术

团体开展活动。在动荡不安的抗战岁月，他极力推动

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曾创办多种科技刊物并担任主

编，积极从事科普工作，试图以科学来支援抗战，在

《科学的中国》上发表了诸如《国防事业科学化纲要之

拟议》《中国科学化的先决问题》等文章。“嗜好只有工

作，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服务科学技术，服务祖国”，是

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抗战期间，他尤为如此。

1937 年，卢沟桥的炮火肆虐蔓延，《科学的中国》

暂停刊行，直到 1938 年 1 月，在湖北汉口发行了《科

学的中国——战时半月刊》，作为战时特刊，它共出

9 期，至 1938 年 5 月停刊，《科学的中国》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

聚焦科学与战争的《抗战科学》

在抗战形势极为紧张的 1939—1940 年，《抗战科

学》在成都诞生，从 1939 年 1 月到 1940 年 12 月，共出

刊 20期，如其创刊号所言，《抗战科学》是战后勃发的

无数刊物里极为少见的将科学与抗战联系起来的科

技类月刊。它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的原则，宣传抗战

中的各种科学知识，传播内容应对抗战需要，如军事

科学等。

在力学、物理学、应用数学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

献的谈镐生曾为该刊撰稿，他自幼便爱好广泛，极具

艺术才能，但在艺术与自然科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

自然科学，因为他曾说，对于贫穷国家而言，自然科学

比艺术来得重要。在交通大学就读期间，他还积极带

领同学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运动，1940 年，他来

到中国航空研究院工作，发明了当时空军教练中急需

的“滑翔机蒙布表面张力测试仪”，解决了空军的燃眉

之急。这年，他在《抗战科学》上所发表的《给有志工

程的青年们》一文里，以一名过来人的身份阐述如何

才能成为工程师，并热切呼唤，在抗战建国的艰难时

期，国家需要能实干、苦干的工程师们，望有志于工程

的青年们能勇敢奋斗。彼时已在科技界崭露头角的

谈镐生，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之余，还积极撰写或翻译

国外文章，发表于《抗战科学》上。自幼家境贫寒的他

明白，世道艰难之时，唯有科技，才是击败敌人的最佳

武器。

而呼吁广大青年学习科学知识投身抗战正是《抗

战科学》的最大目标，在民族危亡之际，它应运而生，

《抗战科学》曾说，“祝胜利之花遍地发芽，年年岁岁开

自由之花”。它存在不长，但作为一本专为突出科学

与抗战关系的科普类刊物，它独特，所以不应被遗忘。

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的《科学
与技术》

《科学与技术》是官方主办的科普杂志，创刊于

1943 年，具体停刊时间不详，它凸显了战时政府对

科技的重视，意义重大，主办单位为国防科学技术策

进会，它于 1942 年在重庆成立，是军政部为动员全

国科学家积极参加抗战、推进国防科学技术的发展

而设。

在《科学与技术》的创刊号上，国防科学技术策进

会发表了悬赏文章，悬赏 100万元巨款征求 10项科学

发明，引起了极为重大的反响。战时的特殊情况决定

了需求，也从侧面表明，他们所主办的《科学与技术》

着重普及国防科学，以提升国防科学为目标。

文理兼通奇才顾毓琇曾为该刊撰稿，在 1943 年

发表的《今后的理工教育》长文中，他从对我国以往理

工教育的检讨及今后理工教育的趋向两大方面来探

讨我国的理工教育。在他看来，中国国防建设必须和

科学技术结下姻缘，而基本工作应当以理工教育为主

题。在文末，他强烈呼吁已有科学成就的人能继续奋

斗，尚未从事科研工作的青年能勇敢地走入科学与技

术之门，我国的国防建设道途险阻，但科学工作者应

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畏艰难。

著名电信专家赵曾珏亦为该刊撰写过不少文章，

他在《科学与技术》上发表了诸如《抗战以来之科学进

展》《要科学化必须要数学化》《国防与交通》等。在

《国防与交通》（该文发表于 1944 年第 1 卷第 5 期“国

防交通专号”上）一文中，他从铁道、公路、邮电、航空、

水运、驿运这几种交通运输方式来分析阐述我国的交

通网，并呼吁大家摒弃侧重发展自己所在行业的偏

见，以构建全国大交通网帮助国家建立坚强国防后盾

为目标，相互帮助，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抗战后，他

被交通部任命为电政第 3区特派员，兼任浙江省电话

局局长，1943 年又担任交通部邮电司司长，对我国抗

战期间的邮电事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呼吁，是他

个人对我国交通建设唯一的目标，也是战时科学家们

的心声。

上述几种科普杂志，代表着战时大量涌现的科技

类杂志，限于篇幅，笔者难详述，它们基本上都已成为

了历史，却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近代科学中国化，为

抗战做出了贡献。我们应记得，在度日维艰的抗战岁

月里，曾有一群科学家，在为科技事业奋斗时，还曾以

一批杂志为阵地，笔耕不缀，慷慨陈词，以一颗科技救

国之心，来挽救民族危亡。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
目办公室对本栏目提供支持）

科学家抗战的“别样阵地”
——抗战时期的科普刊物

文·唐 靖

以“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为代表的老一辈

科学家为中国航天测控事业奠基——“东方红一

号”卫星的初始轨道参数、飞临祖国各地上空的准

确时间，都来自于陈芳允主持建立的卫星测控网。

世纪之交，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济生接力领

衔我国航天测控事业，他主持开发的精密定轨

系统，首次获得准确的卫星轨道数据——没有

这些数据，就无法定位卫星的飞行轨道和位置，

无法对卫星进行有效控制，卫星的应用价值，也

就只能停留在“东方红一号”的发展阶段。

今天，驻陕某基地技术部研究员李恒年，再

次把我国航天器轨道与姿态控制水平提升到一

个新高度——在茫茫太空中高速飞行的卫星、

飞船，被他用无形之手灵巧驾驭，翩然起舞。以

李恒年为代表的航天测控专家，也因此被誉为

新一代太空“牧星人”。

李恒年：新一代太空“牧星人”

1992 年，25 岁的李恒年研究生毕业，被分

配到基地技术部。那段日子，澳星发射连续失

利的阴霾尚未散去，中国航天亟待奋起。能够

投身事关国家尊严的航天伟业，让李恒年感到

如鱼得水，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从最基础的测控数据处理，到研究提出航

天测控最优估计方法；从卫星机动轨道确定，到

航天器姿态控制；从多星共位控制，到星座编队

稳定性设计；从神舟飞船返回落点预报，到北斗

星座部署与控制……李恒年的人生轨道同航天

轨道紧紧连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

投身航天测控事业 20多年来，他先后攻克

7 项航天器轨道与姿态控制技术难题，发表 50

余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出版 4部专著，入选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表彰为“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从一名毛头小伙，成长为

国内知名的航天动力学专家。然而，令人想象

不到的是，他却从未离开过科研一线，从未谋求

过一官半职，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

2012 年，李恒年用英文写就的专著《Geo-

stationary Satellites Collocation》（《地球静止卫

星共位》）一书，得到原新闻出版总署“经典中国

国际出版工程”资助，被世界知名学术出版机构

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约请出版。

这些年，李恒年名声在外：获得了 1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6 项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6 项二等奖，让许多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青眼

有加，不少单位向他抛来“橄榄枝”，有的单位甚

至承诺，只要加盟，就提供一套别墅。

李恒年家在甘肃永昌，家境很不好，年迈的

父母先后罹患重病，一直想把他们接到身边照

顾，却又没有条件。朋友们劝他考虑考虑另择

高枝，李恒年却丝毫不为所动，一概婉言谢绝。

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李恒年说，“想挣钱

的话，我就不会跑来搞卫星。和老一辈航天人

相比，我们赶上了航天事业大发展，能在自己热

爱的事业中找到人生价值，给再多钱我也不

换！”

“人生路必曲，仍需立我志。竭诚为国兴，

努力不为私。”“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的这首言

志诗，正是李恒年这样一代代太空“牧星人”的

人生追求和精神写照。

为挚爱的航天事业熊熊燃烧

探索太空，源自人类千百年来的美好梦想，

然而，当人类如今相继走进太空，这里却已成为

大国博弈的战场。环绕赤道上空、距地面约

36000 公里的地球静止轨道，就是各国“斗法”

的一个重要舞台。

1945 年，英国科幻作家亚瑟·克拉克最早

设计了这条轨道。由于卫星在这条轨道上相对

地球静止不动，因此，可以做为地球上任意两地

无线电通信的中转平台。随着人类航天的发

展，这条 360度的圆弧显得越来越拥挤。因为，

就 算 按 照 正 负 0.1 度 分 划 ，赤 道 上 空 也 只 有

1800 个卫星“轨位”。而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在

国际电信联盟（ITU）注册的静止轨道卫星已经

超过了 2300颗。

这就意味着，掌握双星或多星共位控制技

术，成为地球静止轨道卫星控制的新课题。

李恒年把这一课题选定为攻关方向。他主

持创立的控制理论和方法，不仅提高了静止卫星

控制精度，而且延长了实施轨道控制周期；不仅

设计提出了我国卫星双星共位方案，而且顺利解

决了中美双星共位、中日俄三星共位控制问题。

2007 年初，我国一颗北斗卫星发射在即，

让一道道测控难题迎刃而解

日本、俄罗斯各有 1 颗卫星抢先占据了“北斗”

预定的组网轨位。

国家测绘局邀请李恒年等航天专家，代表

中国同日本、俄罗斯两国代表团展开谈判。由

于担心 3 颗卫星共位产生碰撞危险和电磁干

扰，日、俄两国坚决不同意中国卫星挤进来。

经过周密准备和艰苦谈判，李恒年设计提出

的卫星共位控制方案，最终得到了两国专家认可。

截至目前，3个国家的卫星已在同一轨位上安全运

行8年多，为世界航天和平发展树立了典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北斗卫星导航工程加速

推进，卫星组网面临的难题日益凸显。李恒年

提出了“卫星编队构型捕获控制方法”、“北斗导

航星座构型维持控制”等一系列卫星编队、星座

构型优化设计与控制方法，为北斗工程建设作

出突出贡献。

在多年的航天测控工程任务实践中，李恒

年不仅解决了众多棘手问题，而且注重总结提

炼和理论升华，先后撰写出版了《地球静止卫星

轨道与共位控制技术》《航天测控最优估计方

法》《卫星机动轨道确定》《Geostationary Satel-

lites Collocation》等 4部专著。

由他领衔的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持和承担国家“863”“973”多项重点课题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带领团队 3次参加国际轨道

设计竞赛，与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欧空局

（ESA）等世界顶尖团队同台竞技，屡获佳绩，在

国际航天界树立了中国航天的品牌和声望。

李恒年领衔组织的一次次卫星异常情况处

置，虽不见硝烟，却惊心动魄，让人感受到太空

“牧星人”的责任担当。

2006 年 11 月，我国一颗遥感卫星突发故

障。遥测数据显示，卫星在太空中急速翻滚，星

上能源完全消失，只有阳光照射到太阳能帆板

时，才有几秒钟的信号反馈。

卫星研制部门和航天测控战线的专家紧急

会商。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卫星姿态，抓住每

次几秒钟的卫星加电时间，注入控制指令，使卫

星停止翻滚，转入正常运行姿态。否则，造价数

十亿元的卫星，将成为毫无用处的太空垃圾。

李恒年带领团队挺身而出。经过持续 20

多天的仿真分析，他们终于掌握了卫星翻滚的

运动规律和太阳帆板供电的周期规律，准确预

测出卫星最大供电时间段。按照他们的建议，

远望号测量船在南半球上空捕获卫星，注入遥

控指令。69天的太空营救，终获全胜。

2007年 2月，一颗北斗卫星发射不久，信号

突然消失，随后连续 17天与地面失去联系。李

恒年再次受命出征，带领科技人员直面重重挑

战，破解一个个难题，最终使卫星“起死回生”，

为国家经济和航天事业挽回巨大损失。

李恒年说：“科研工作者的血性，常常体现

为挑战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勇气。”

（据人民网）

在一次次考验面前岿然屹立

日前，笔者从太原铁路局大同车务段了解到，该车务段调度员周凤，

针对口泉站调车机车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研发编制出“运行调度命令安

全卡控”“分路不良区段调车卡控”等制度办法和“行车岗位资料命令查

询”系统，在调车过程中推出 2项攻关成果、1项作业办法，有效解决了“减

少放空车”、压缩车辆停时以及平调设备精细化管理等问题，并通过改进

协调请批车、优化调度员编制计划，将一台调车机作业时间由 19.4小时提

高到 20.4小时，极大提升了运输生产效率。 （刘恒战 高梦璇）

周凤：找到提升调车效率新途径

作为全国“质量月”的重要活动，质检总局 9月 18日在京召开“建设质

量强市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座谈会”。全国 102 位城市相关负责人共同探

讨质量强市的新思路、新举措。

与会市长从“质量提升对冲经济放缓”“质量提升推动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城市建设、政府服务协调发展”等角度展开交流和讨论，认为城

市的发展既要靠数量的扩张，更要依靠质量的提升，必须通过高标准、改

进工艺、淘汰落后，着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实现绿色、清洁、

低碳生产，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改变。与会者认为提升质量是当前城市

发展的必然选择。

据介绍，为贯彻《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推动质量强国建

设，质检总局从 2012 年开始，组织开展“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活

动。目前，已有 29 个省份 116 个城市提出争创要求，63 个城市已经开展

创建活动，其中，深圳等 12个城市已成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林莉君）

百位市长共商城市发展大计

反映画圣吴道子生平事迹和艺术成就的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画

圣》，经过长达 8 年的积极准备，筹备工作近日正式启动。饰演主人公吴

道子及其他 6位主要演员，将通过海选形式选出。

吴道子是河南禹州人，盛唐时期的宫庭画师。长于壁画，对佛道、神

鬼、山水等水墨丹青拥有极高的艺术造诣，被后世文人尊为“画圣”。为进

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演绎一代“画圣”吴道子的艺术成就、精神世界和

传奇事迹，再现他气壮画坛、嫉恶如仇、以身许国的情怀，以及他为盛唐时

期丝绸之路建设做出的特殊贡献，由北京中视翰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策

划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画圣》项目正式启动。

《画圣》主要演员海选活动将由中央数字电视台书画频道承办，海选

以网上报名、电话报名为主，进入复选的演员将进京参与最后角逐。

（段佳）

大型历史剧《画圣》
将再现吴道子传奇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