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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孝威

（浙江大学物理系    310027）

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和
试验的回忆

今年 10 月 16 日，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0 周年纪念。近年来，我国原子弹研制的相关部门

和学者对当年的那段历史以及“亲历者”做过许多访

谈①②③。本文是我应《现代物理知识》刊物之约，对

当年亲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的情况的点滴回忆。

20 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研制原

子弹，建立我国的核武库，以消除直接的核威胁，确

保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党中央做出发展核工业和核武

器的决策之后，开始筹建相应的组织机构。1958年1月，

第二机械工业部成立了第九局，负责核武器的研制工

作，李觉任局长，吴际霖和郭英会任副局长。同年 7月，

九局成立了北京九所（后来称九院）。

从 1958 年开始，朱光亚、邓稼先等相继调到北

京九所。1960 年初和 1962 年 10 月，经中央批准，从

全国科研院所和有关单位选调了一大批科学研究和工

程技术人员，进一步加强核武器的研制队伍。

中国原子弹研制工程代号取名“596”工程，含

义是苏联在 1959 年 6 月拒绝提供对中国原子能事业

的帮助，激励大家自力更生，坚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坚定研制成原子弹的决心和信心。

一切从零开始艰苦创业

1960 年４月我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奉

调回国，参加“596”工程。我去九所报到的第一天，

朱光亚同志就约我谈话，谈了九所的任务，并分配我

负责研制原子弹所需的核测试工作。

当时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在炸药爆炸条件

下测量单次脉冲中子束。这是研制原子弹的关键技术。

国外绝对保密，国内没人做过。当时，没有人员，没

有经验，没有资料，没有设备，没有实验室，一切要

从零开始，通过自己的实验来掌握这项技术。

那时给我调来了几位新毕业的大学生，组建了一

个实验小组。由于九所是一个新建的单位，没有实验

条件，而西北青海研制基地还正在建设之中。当时没

有实验室怎么办？只能靠国内协作，借用北京地区兄

弟单位的实验室，开展前期的研制工作。我们实验组

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到 601 所做中子实验，二是

到 17 号工地做爆轰试验。

掌握测量单次脉冲中子束的技术，需要在有中子

束的实验室里进行研究。601 所是地处北京房山的二

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的代号，那里有回旋加速器，可产

生中子。1960 年上半年我和组里的徐海珊、杨时礼、

陈涵德一起到原子能所，并且住在那里，在回旋加速

器上开展中子实验。我们一边研制探测仪器，一边研

究测量单次脉冲中子束的强度和产生时间的方法。我

们通过反复实验，制成了多种测量脉冲中子束的探测

器，到 1961 年基本上掌握了定量测量脉冲中子束的

技术。

图 1    我国第一座回旋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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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号工地的小型爆轰试验

我们要测量的单次脉冲中子束是在炸药爆炸时产

生的，所以需要在爆轰条件下研究测量的技术。17 号

工地是地处河北省怀来县的工程兵靶场的代号，那里

有小型爆轰场地，当时九所二室的同志在那里进行小

型的爆轰试验。从 1962 年初起，我们实验组分成两摊，

每星期轮流到 17 号工地参加爆轰试验，简称“打炮”。

一摊在原子能所准备探测仪器，另一摊到 17 号工地

参加打炮。

图 2    北京长城脚下 17 号工地（引自②）

我以前做过的物理实验，都是在实验室里做的，

根本不知道爆轰试验是怎么一回事，更不知道怎样在

爆轰条件下进行测量。到了 17 号工地，才第一次看

到爆轰试验是怎样做的。试验场就在野外荒坡上，旁

边有屏蔽的工号。爆轰试验是在露天场地上进行的，

探测仪器和记录设备分开放。爆轰装置和探测仪器都

放在场地上，而记录设备则是放在屏蔽工号里，用长

电缆把探测仪器的信号送到工号里的记录设备上记录

下来。试验时，试验人员在工号里操作。一次打炮之后，

爆轰装置和探测仪器全都损毁了，测量的数据则记录

在工号里的记录设备中。

通常在加速器上做实验时，如果在实验中间仪器

有故障，可以停下来检修，修好之后再做实验测量。

但是爆轰试验时不行，所有的实验数据必须在爆轰波

炸毁探测仪器之前全部取到。如果试验做得好，爆轰

后数据马上就出来了。但如果在一次试验中记录不到

可靠的数据，这次试验就报废了，就得第二次重头再

来，重做仪器，重新试验。

九所二室的同志已经有了打炮的经验，我们在参

加小型爆轰试验时就向他们学习。通过反复多次的爆

轰试验，我们了解到爆轰会产生干扰信号，采取了措

施来防止这些干扰。还了解到当爆轰产物损毁探测仪

器时产生的假信号。我们研究了爆轰时探测仪器破坏

的时间和行为。在 17 号工地积累的许多经验，使得

我们在以后青海基地进行正式实验测量时，能够正确

地安放探测仪器的位置，而且非常有把握地确定我们

测量的是真正的中子信号，而不是爆轰的干扰信号，

也不是损毁仪器的假信号。

在我们通过大量试验掌握爆轰条件下进行测量技

术的同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锻炼了全组

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高度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17

号工地的工作对以后在青海基地的试验起了练兵的作

用。我根据爆轰试验是“一次性”试验的特点，严格

要求大家，并且制定了操作规程。后来在青海 221 厂

和新疆核试验基地，我们实验组无论是小型试验还是

大型试验，无论是冷试验还是热试验，每次都圆满

成功。  

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差。

17 号工地野外工作有时风沙很大，环境很艰苦。但是

九所的同志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科研工作中。那时

候试验工作很紧张，打一炮就取一批数据，为了尽可

能多地积累实测数据，有时一天要打许多次炮。当时

我在试验场地来回爬坡，脚上穿的胶鞋破了也顾不得

换，组里的年轻同志工作更加辛苦。

我们实验组在 17 号工地进行打炮试验时，因为

组里用许多电子仪器设备，九所一位电子学专家方澄

同志也到 17 号工地和我们组一起进行试验，并负责

电子学仪器设备方面的工作。当时方澄同志不顾年龄

较大（比我年长许多岁），不辞辛苦，坚持住在 17

号工地工作。因为她是一位女同志，17 号工地在荒坡

上单独搭起一个帐篷给她住。她参加了许多次试验，

做了大量工作。

草原会战的中子点火装置试验

到 1963 年年初，我们组基本上掌握了在爆轰条

件下进行中子束测量的技术，那时青海核武器研制基

地已经建成了大型爆轰试验场地和其他设施。1963 年

上半年，九所领导李觉同志一声令下，九所除一室理

论部的人员留在北京外，全部科研和行政人员浩浩荡

荡从北京奔赴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 221 厂。我

们全组和九所大批科研人员一起定居青海草原，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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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开展了紧张的草原大会战。当时组里有我、徐海珊、

杨时礼、陈涵德、初成文等同志。基地地处高寒地区，

冬天很冷，气压低，馒头蒸不熟，小伙子在那里走快

了也要喘气。但我们一到基地后，立即投入实验工作，

在爆轰场地上和实验工号中积极准备进行中子点火装

置试验。

那时大型爆轰试验由陈能宽、张兴钤、方正知、

苏耀光等同志具体组织。在各次爆轰试验中，我们测

试组常常和负责“打炮”的陈常宜、经福谦、陈学印、

叶钧道等许多同志在一起“打炮”，李觉、吴际霖、

朱光亚等九所领导同志和王淦昌先生也经常到试验现

场。我们组的工作还得到胡仁宇、王方定、赖祖武、

傅依备等同志的关心和帮助。

1963 年进行第一次模型爆轰试验时，因为记录的

信号过多，放大器阻塞，输出幅度饱和，在对测试结

果进行解释时，发生过争议。当时我根据几年来的实

践经验，肯定地判断中子点火装置成功。在以后继续

试验时，测试结果证实了我们的中子点火装置工作得

非常好。我们组的工作受到王淦昌先生的高度评价：

“唐孝威的中子点火测试工作给我印象极深，就是因

为这种实验的难度很大。”

1964 年上级领导决定进行全尺寸爆轰模拟试验，

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关键性试验，各方面都为它开绿

灯。试验前，我们全组人员搬到试验场区（那时叫六

厂区）的平房里去住，以便就近在爆轰场区和实验工

号中安装仪器、准备测量。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可靠，

全组同志开动脑筋，找出可能存在的隐患，一一加以

图 3    青海草原六厂区爆轰场地（引自②）

排除。我在组内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性”的试验，一

定要确保成功，万无一失。我们多次进行了和实际实

验情况一样的操作预演，使大家能正确熟练地进行

操作。

1964 年 6 月 6 日在六厂区爆轰场地进行了这次正

式试验。爆炸一结束后，就把示波器底片送回总厂冲

洗。当暗室里冲洗出底片后，我看到用不同探测器记

录的示波器底片上，都显示出清晰的脉冲波形，我急

忙拿着底片去附近的总厂会议室。那时九所领导同志

全都在会议室里，等待着这次试验的结果。当我跨进

会议室时，室内一片肃静。我大声汇报说：“测到信号，

试验成功”，顿时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一

片欢腾。这次试验的成功，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奠定

了基础。

铁塔上原子弹旁边的核爆近区测量

1964 年 6 月，我们组完成了中子点火装置的这次

大型试验后，领导通知我们立即准备第一颗原子弹核

试验的测试工作。徐海珊、杨时礼等同志参加了准备

工作。当时，我们先在青海 221 厂制造仪器，然后出

差到新疆核试验场区，为原子弹核爆做准备。

我们进行的现场实验，包括用两类不同仪器进行

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把测量仪器放在试验塔顶上，

图 4    第一颗原子弹核爆炸铁塔（引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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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靠着原子弹旁边，目的是监测装置的点火，提供点

火情况的实验数据。第二部分是把测量仪器安放到试

验铁塔附近的测试工号处，把探测器对准着塔顶的原

子弹，目的是测量核爆炸的射线，提供核反应的实验

数据。

我们在塔顶上工作，用电缆把塔上测量仪器与塔

附近由坚固水泥墙保护的测试工号中的仪器接连。核

爆炸中铁塔上的仪器将全部被炸毁，电缆将被毁断，

但是从起爆到仪器被毁前，一切有价值的数据通过电

缆传送到工号里，由仪器记录并保留下来。                 

我们在戈壁滩上搭起帐篷，在铁塔上和工号里紧

张地工作。我们安装好仪器、安排好防震、防干扰等

措施，调试好仪器。经过反复的预先演习、一切就绪后，

就在戈壁滩上待命。那时从青海 221 厂出差去核试验

场区的人员，除领导和负责产品运输、爆轰条件及核

测试的人员外，科研管理、保卫、后勤部门的同志也

到场地工作，共计 200 多人③。

图 5    20 世纪 60 年代，核试验场生活区一角（引自②）

10月15日我们测试人员撤离到较远的安全地带。

15 日晚上，我在开屏（地名）临时住地的帐篷里打电

话到试验塔下指挥部，请值班人员在安装好原子弹后，

再为我们检查一下塔上小型电源是否接通了。当时接

电话的是朱光亚同志，九院领导都是最后撤离现场的。

10 月 16 日下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戈壁滩上

升起了核爆炸的蘑菇云。我们在观察点观察爆炸实况

的九院人员，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核爆炸以后，我们

很快从现场工号中取出了测量仪器的示波器照片，从

中获得了第一次近区测量的珍贵资料。

 两弹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前进

要从无到有，实实在在把原子弹制造出来，需

要许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以及反复的实验。

它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解放军战士和组

织领导者们，用大脑、用智慧、用双手、用汗水、

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参加了这个工程，但我仅仅是

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如此巨大的工程，单靠几个人

或少数人是无论如何也制造不出来的。

 在这些艰苦创业的岁月里，九院领导给我留下了

难忘的印象和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吴际霖同志在

一次干部会上对我们说：“有一门学问叫空气动力学”。

现在苏修欺侮我们，我们憋足了一股气，要把这股气

变成动力，一定要为祖国争气。这也是“空气动力学”。

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等领导都非常关心和爱护

干部。在青海基地创建时生活比较艰苦，李觉同志让

科技人员住到新建的楼房里，他自己年纪比较大，却

住在帐篷里，使大家深受感动。

 九院领导的工作很深入。在北京和青海基地，朱

光亚同志曾花了很多精力，来组织大家写好设想方案、

实验记录、工作总结和科技档案。李觉、朱光亚同志

常常亲自询问我们实验的细节。二机部领导刘西尧同

志也经常来我们实验组了解实验结果。

当时王淦昌先生年近六旬，在青海基地艰苦生活

条件下，我们常见到他精神抖擞地深入到车间、实验

室及实验场地，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

图 6    核爆后，辐射侦察人员进入沾染区抢收成果（引自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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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周恩来和党政军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核试验的部分人员（第 2 排右 4 为唐孝威）（引自②）

图 8  2004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 40 周年采访李觉和唐孝威时两人的合影

同志们讨论问题。那时大家工作常常延续到深夜，九

院领导同志也坚持留在现场。

在基地，每当工作关键的时候，在关键的地方，

李觉、吴际霖、朱光亚和王淦昌等领导，总是身先士卒，

亲自指挥。在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们不但坚持在现场，

并且总是最后撤离现场。由于他们以身作则的好榜样，

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把关，在基地同志中培养了认真

细致，一丝不苟的好作风，保证了试验的成功。

回忆起我参加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十几年，

有两点很深的感受。第一是同志们为祖国争光和为祖

国国防事业拼搏的献身精神。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为

把“产品”搞出来，日夜奋战在寒冷的高原和茫茫的

戈壁滩，不管生活怎样艰苦，工作怎样困难，从不叫

苦。第二是同志们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认真细致、一

丝不苟的作风。许多技术干部在工作中周密设计、充

分准备、兢兢业业、集中精力、坚守岗位、认真分析、

总结经验。我参加过的许多次冷试验和热试验，每次

试验都做到了“一次成功”。

我国首次成功核爆已过去整整五十年了，“爱国

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

的两弹精神一直鼓舞着我前进。

（本文由童国梁、赵洪明协助整理。侯艺兵提供

部分图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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