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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览

时隔60年揭秘“北京九所”：

这里的事曾“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1964年10月14日，在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
布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早
已修建好的高达102米的试验铁塔上。15日，中
共中央下达了代号“投篮”的命令。16日下午3
时，主操作员有力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
按钮。铁塔那里迸发出强烈的耀眼的闪光，接着
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随后传来了惊
天动地的爆炸声。渐渐地，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
柱连成一体，形成了一朵极为壮观的蘑菇云，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继美国、苏联、
英国、法国之后，成为当时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
器的国家。

据《人民日报》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
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
成功，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
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
武器的国家。60年前，中国处
在三年困难时期，同时面临着西
方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

一批科学家下定决心，为了
祖国核事业“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胡思得、李德元和
李维新是原二机部第九研究所
三位参与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
如今都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加入
这项事业时，他们都还是刚刚大
学毕业的年轻人。

邓 稼 先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
著 名 核 物 理 学
家，中国核武器
研制工作的开拓
者和奠基者，为
中国核武器、原
子武器的研发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1999 年 被 追 授

“两弹一星功勋奖
章”，由于他对中
国核科学事业做
出 了 伟 大 贡 献 ，
被称为“两弹元
勋”。

1924 年 6 月 25 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
香门第的家庭。1935 年考入志成中学，在读书
求学期间，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 年
北平沦陷后，他曾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后在父亲
的安排下，他随大姐去往昆明，并于1941年考
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8年至1950年，他
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毕
业当年，他就毅然回国。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
者、领导者，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
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
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1986
年7月29日因手术时大出血在北京不幸逝世，终
年62岁。

“两弹元勋”邓稼先

▲科研人员在计算数据。

▲科研人员在研究问题。

▲邓稼先

■史料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8年7月，北京西郊的一
片高粱地里，一座名为“花园路
3 号院”的办公楼开始动工，

“北京九所”就诞生在这里。
同年8月，22岁的胡思得从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九
所。来九所报到的当天，他见到

了第九研究所一室主任——33
岁的邓稼先。

当时，邓稼先给年轻的大学
生安排的工作是学习一本钱三强
从苏联带回来的《超声速流与冲
击波》。胡思得回忆，学来学
去，为什么要学，成了大问题。

一个月后，他“斗
胆 ” 向 邓 稼 先 提
出，“能不能开一个
党小组会，给我们
讲 一 讲 到 底 干 什
么？”

胡 思 得 回 忆 ，
邓稼先后来告诉他
们要搞核武器。“讲
完‘核武器’三个
字后，又讲了很多
不能跟任何人说我
们 是 干 什 么 的 话 ，
至少交代了二三十
分钟。”胡思得说。

“我们要搞核武器”

跟任何人不能说的隐秘

当时，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程
开甲、陈能宽、秦元勋、周毓麟等顶尖的
科学家都在九所集结。但“九次计算”历
时近一年，如同一个关口，卡在那里——
其中一个重要数据和苏联专家讲课时提到
的技术指标不符合。

直到1961年，周光召加入九所。“他
从头至尾把我们的数据重复算了一遍，觉
得没错。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怀疑，会
不会苏联专家的数字给错了？”胡思得表
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怀疑，一个没有
搞过原子弹的人，否定原子弹专家给出的
数据，这谈何容易？

1961年9月，周光召从炸药能量的利
用率入手，求出炸药所做的最大功，从理
论上证明了“九次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九次计算”持续将近一年时间，反
复磨砺，厚积薄发，为之后原子弹和氢弹
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质疑苏联专家数字

理论上推翻苏联数据

1963 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
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邓稼先在这份
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
字。

1964 年 10 月 16 日，罗布泊一声巨
响。根据现场采集的数据表明，爆炸威力
初估 TNT 当量在 2 万吨以上，科学家们
确认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那一天，胡思得身在青海核武器生产
基地，李德元和李维新依旧在北京的九所
办公室里。“得知试验获得圆满成功后，
当时大家都在鼓掌，不敢欢呼。”李维新
回忆，因为会议室靠围墙太近了，怕声音
传到外头，“那时候这个事情还是保密
的。”

罗布泊腾起了蘑菇云

办公室里却不敢欢呼

1957 年，中国政府与苏联
签 订 了 《中 苏 国 防 新 技 术 协
定》。按照协定，苏联将援助中
国研制原子弹，向中国提供原子
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
1959年6月，苏联致函中国，表
示不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
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苏
联政府撕毁同中国签订的所有协
定和合同，苏联专家带着重要的
图纸资料撤出中国。有一种悲观
的说法是：“中国再过20年也搞
不出原子弹”。

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

粮食短缺，但九所的大楼里，哪怕
大家饿到浮肿，算盘和手摇计算
机的噼啪作响也从来没有停过。
年轻的科研人员在邓稼先的带领
下，紧张地进行着“九次计算”。

“当时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有
一个任务，晚上十点钟一定到办
公室来看看，把浮肿的同志赶回
去，但很多浮肿的同志到外面转
转，书记一走又回来了。”胡思
得回忆，他们都是自觉自愿的，
没有人强迫要这样做。

李维新说，由于当时中国用
的计算机跟美国计算机相比，百

万次每秒计算速度相差上
百倍，为保证精准就得靠
精确计算反复检查。李德
元回忆说，这个事情很单
调，但心里怀着宏大的目
标。“很多记者、很多作
家想要写我们的故事，我
说你们不要写，这里面没
有故事性、没有爱情，是
很枯燥的。”李维新说。

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饿到浮肿也没停过计算

北京九所科研楼北京九所科研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