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子弹试验成功60周年专题

传承原子城红色基因 弘扬“两弹一星”伟大精神
——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

肖全良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 810299）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金银滩，坐落着一座

被世人誉为“原子城”的草原新城，这里曾是中国第

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图 1）。这是座功勋之城，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诞生在这里，到处充满着鲜

红的共和国记忆；这里是精神摇篮，“两弹一星”精

神发源在这里，到处留存着新中国拓荒者和创业者

的家国情怀。

20 世纪 50 年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

主义国家核威胁和核垄断，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等著名科学家和胡思得、王乃彦、杜祥琬等优秀科

技专家，与数万创业者和守卫者秘密集结在这里，

以“三顶帐房”起家，战天斗地、攻坚克难，筚路蓝

缕、勇攀高峰，以“云开见明月”的坚定信念和“缺氧

不缺精神、缺氧不缺干劲”的顽强毅力，在风雪高原

创造了“两弹”研制的伟大奇迹，铸就了一座不朽的

精神丰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成

为中华民族砥砺奋进、勇毅前行的精神标识和力量

支撑。

2009年5月26日，在这片镌刻红色印记的精神

高地上，记录中国核工业创建与发展历程、原子城

历史与辉煌成就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建成开放。

纪念馆建筑面积 9615平方米，展陈面积 6015平方

米，展陈内容以宏大的叙事逻辑，将传统图片、文物

展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复原模拟场景与高科技展

示场景相衬托，从高度、广度、深度全息地勾勒我国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决策、建设、生产、研制的伟

大历史实践。纪念馆珍藏有退役东风二甲导弹弹

体、我国第一颗机载原子弹和氢弹模型，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后《人民日报》出版的号

外、喜报原件及球面机床、手摇计算机、大型电子

管、精密天平、高速转镜扫描相机等 970 件革命文

物，其中珍贵文物330件、一般文物640件。自开放

以来，纪念馆深入发掘和研究原子城红色文化，延

伸“两弹一星”精神教育主题，创新爱国主义教育载

体，讲新中国故事、讲原子城故事、讲功勋人物故

事，传播红色基因，突出实践传承，截止目前，慕名

到馆参观学习的公众达 420 万人次，年均 30 万人

次，成为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主阵地，发挥

了以物教人、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独特功能作用。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我图1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

32



第36卷(2024年) | 第5期

原子弹试验成功60周年专题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也是“两弹一星”精神

提出25周年。让我们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通过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处处动

人的场景，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两弹一

星”精神深刻内涵……

一

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扬言要用原子

弹封锁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刚刚成立的新

中国作出了自己的历史抉择。以毛泽东主席为首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畏强权、力挽狂澜，作出了发

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英明决策。

1956年 5月 2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论十

大关系》的讲话中庄严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

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

6月，毛主席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

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

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些原子弹、

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关怀核工业的发展，多次

接见科学家和专家。与此同时一大批在海外留学

的优秀科学家纷纷响应祖国的召唤，投身祖国的核

事业。像钱三强、吴有训、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

等这些世界级的科学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回国的。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

都能创造出来。”

早在1954年秋，就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当

发现铀矿的消息传到中南海后，毛主席高兴地说：

“这是决定命运的！”铀矿资源的发现更加坚定了党

中央发展核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1955年 7月 4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陈云、聂荣

臻、薄一波组成的三人小组，专门负责原子能事业

的发展。1956 年中央出台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纲

要》中将原子能等高科技列为优先发展的重点项

目。同年 10月，北京第九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我

国核事业正式进入了全面研制的阶段。

1962年，二机部通过国防办向中央政治局汇报

了争取1964年下半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

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主席做出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了加

强领导，中央成立了由周总理任主任，7名副总理和

7 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参加的 15 人专门委员会。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周总理组织中央专委多

次召开会议，解决了建设攻关中的重大问题。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决策下，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

制基地进入了选址和建设的阶段。

二

1958年，代号为 221的中国核武器研制工程正

式启动，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将军遵照中

央指示组成选址专家小组为核武器研制基地选

址。最后综合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因素选定在

青海省境内的金银滩草原创建我国的第一个核武

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1958年 7月，邓小平同

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选址报告，代号 02工程，也称

221基地，为了保密对外称“青海省综合机械厂”或

“青海矿区”（图2）。

金银滩是一块神奇浪漫的故土，平均海拔3200

米。每年夏秋季节，金银滩溪水欢畅，绿草如茵，雀

飞鸟鸣，牛羊遍野，是一块水草丰美的宝地，千余户

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牧民世代居住在这里，生

产生活，繁衍生息。青藏铁路、315国道和湟嘉公路

横穿而过，地理位置优越，作为核武器研制基地有

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交通等优势。1939年，王

洛宾先生在这片草原上创作了那首世界名曲《在那

遥远的地方》，1958年中央批准选址报告后，这片草

原就与共和国的核事业一起载入了史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

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工人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

告别亲人，奔赴221基地。他们来时风华正茂，走时

却已白发苍苍，在基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

献子孙。

冬季的金银滩草原狂风怒号，飞沙走石，气候

十分恶劣。李觉将军曾回忆说：基地选定在海拔

33



现代物理知识

第36卷(2024年) | 第5期

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这里气压低，氧气少，水烧

不到沸点，饭煮不到全熟，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4摄

氏度，一年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尽管当时有90%

的人都出现了高原缺氧、高原水肿等病症，但广大

建设者和干部职工依然不畏艰难，唱响了一曲艰苦

创业的凯歌。

基地广大建设者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顶风冒雪安营扎寨，建起干打垒、地下窝

棚和半地下宿舍，克服缺氧、浮肿等高原病症，攻坚

克难抢工期，盖厂房、修铁路、建公路，每个人的青

春和热血燃烧在激情岁月里，燃烧在风雪高原上。

在披星戴月、风餐露宿的特殊时期，李觉将军

下了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把新建的房子让给科

研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他带头住在帐篷里，用

木箱子办公，喝融化的雪水。他还诚恳地告诉科研

人员：“我来这里就是给你们当服务员的，为你们服

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论职位高低，无论是将

军还是士兵，无论是科研专家还是普通工人，都在

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办公。

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回忆说：“我们科研人员

住进了暖楼，而李觉将军等基地领导干部们全住在

帐篷里。夜里，高原上寒风呼啸，我伫立窗前，久久

不能入睡。我想：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

才能如此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爱护科学家呀！”

基地建设过程中也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

难，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

核研制基地建设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不仅建设

物资无法供应，就连人们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保障。

当时的伙食标准被戏称为“2611”，就是每人每月26

斤粮、每天一钱油，一角钱的干菜汤。我们不难想

象，这个标准勉强吃饱都难，对于需要营养、高强度

工作的人来说就更难了。

对研制核武器这项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尖端技

术，出现了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时任外交部部长

的陈毅元帅坚定的说道：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

出来，聂荣臻元帅鼓励大家：我们不应当下马，应当

攻关。张爱萍将军也做出了“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

棍”的指示。

中央决定继续推进原子弹研制后，基建建设迅

速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

基地缺少车辆运输的困难反映到中央书记处，邓小

平亲自同北京市市长彭真商量，决定把北京市刚领

到的 400 辆解放牌汽车全部调拨给了基地。1960

年，基地建设生活物资短缺，粮食部门从全国各地

拨给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黄克诚总长拨来130辆苏

军攻克柏林和抗美援朝用过的嘎斯汽车，哈密、包

头、西安解决了基地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青海省政

府调拨基地4万只牛羊。1962年底，基地施工紧张，

中央专委办公室邀请建工部、交通部、水电部、邮电

部、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门，研究抢建基地问题。之

后，调集施工队伍，携带设备和汽车参加建设会

战。全国各地无私支援，帮助基地渡过了难关。

图2 221基地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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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所有建设者的共同努力，1964 年 6 月，一

个水、电、暖、路齐全，集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的

研制基地在草原上拔地而起。基地占地 1170平方

公里，建筑面积达 56.4万平方米，机构设置有领导

机关、矿区政府办事处、理论部（设在北京）、设计

部、实验部和一、二、三生产部、技术保障和生活保

障系统，共有18个厂（场）区和4个生活区。草原面

貌悄然发生着改变。

在那个激情飞扬岁月，在那个关乎国家前途命

运的重要时刻，221基地成为了中国核事业的开创

地，承担起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使命。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依然在逝去的时光中回响，让无

数人魂牵梦萦，热血飞扬。

三

随着 221基地的建成，一场原子弹攻坚战的号

角吹响了。核武器研究起步之初，原本给予我国一

定帮助的苏联于1959年6月20日致信给中共中央，

表示不再提供任何技术援助，随后在我国核工业系

统工作的 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赫鲁晓夫还断

言：中国穷得三个人穿一条裤子，二十年也搞不出

原子弹，虽然苏联的背信弃义给我国的研制工作造

成了困难和损失，但党中央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

力，而且更加坚定了搞尖端核武器的决心。毛主席

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

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为鼓舞士气，二机部部长刘杰

提出第一颗原子弹以苏联毁约的日子也就是 59年

6月为代号，既“596”，寓意“争气弹”。从此我国开

始了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奋斗史。

然而，苏联的毁约停援，不仅没有阻止我国核

事业前进的步伐，相反却激起了科研人员独立自主

研制原子弹的信念和热情。当时在苏联杜布纳联

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何作庥等人

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主动请缨回国参加原子能研

究，表示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科学家，我们随

时听从祖国召唤。

在我国自主研制原子弹初期，有一则著名的

“九次计算”故事。1960年，邓稼先带领年轻的研究

人员，对苏联专家留下的基础数据进行复算。科研

人员啃窝头、喝白菜汤，他们凭借四台手摇计算机，

一天三班倒，日夜连轴转，身体浮肿依然坚持计

算。反复进行了九次运算，计算用纸装了一麻袋又

一麻袋，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计算结果最终还是与

苏联专家的数据不符。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

联回国后，用热力学的“最大功原理”判定苏联专家

给的数据有误，才使复算工作得以继续下去。反复

计算的过程，也使科学家们深入地认识了原子弹的

内爆过程，扫清了设计原子弹的最大障碍。

攻关会战，群情激昂。广大科研人员废寝忘食，

苦钻细研，加速研制进程。没有人员就突击培训，

以老带新；没有图纸，自己动手绘制；理论设计复杂，

动脑子简化运算过程，争取时间；没有原材料，土法

上马进行研制；没有合适的仪器设备，手工操作；没有

经验，发动群众，献计献策，进行实验。在艰难的环

境中，就是这样，他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突破理论

大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科学难题，以钢铁般的意志、

勇攀科技高峰的坚强信念，努力研制“争气弹”。于

敏经常奔波于北京的研究室和 221基地之间，八上

高原，六到戈壁，不辞辛劳，与同事们研究攻关。

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相当庞大的系统工程，当时

全国先后有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个部（院）

和解放军有关单位，包括 900家工厂、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大力协同，参加攻关会战，为221基地提供了

原子弹试验所需的设备仪器、高能炸药和特殊的电

子元器件，为试验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1964年6月6日，221基地610工号成功的进行

了 1∶1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为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奠定了基础。为了保证原子弹爆炸顺利实施，中

央周密部署，成立了五个试验委员会，1964年10月

当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建国15周年的喜悦中时，我国

的第一颗原子弹早已由青海基地运抵新疆罗布泊，

一个代号为“投篮”的重大行动在最高等级的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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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进入了倒计时。

1964年 10月 16日 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成功（图3）。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在原子弹爆

炸后第一时间向周总理汇报了情况，当时周总理正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的演职

人员，当他把这一喜讯告诉大家时，全场掌声雷动、

欢呼雀跃。

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二天，全国各大媒体均报道

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随即，我国

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声明：我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成功，开启了核研

制工作新的里程碑。1965年1月1日毛主席作出了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周总理也指示：

三年才能保证氢弹太慢了，要快。广大科技工作者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迅速转向氢弹原理的探索中。

为进一步加速氢弹研制工作，1966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视察221基地，并指出：“高举毛泽东思想

的伟大旗帜，遵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

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

氢弹原理试验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核试验。在

王淦昌和实验部副主任胡仁宇的指导下，测试人员

认真制订了测试方案。工程师陈常宜等人通过上

百次爆轰模拟试验和研究，确定了引爆氢弹的理论

设计方案。

1965年9月，于敏等人带领科研人员对氢弹原

理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计算，年底提出了利用原子弹

来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经过科技工作者两年零

两个月的艰苦研究试验，1966年 12月 28日成功地

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这次试验为首次氢弹空投试

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

设计、生产、环境试验前的测试准备工作全部完

成。试验前，周总理接见了参试人员并作出了“严

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重要指

示，按照指示又制定了“保响、保测、保运输、保安

全”的各项措施。

第一颗氢弹运抵试验现场后，聂荣臻亲临现场

指挥这次氢弹爆炸试验。为确保成功和安全，采用

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的方式，在空中缓慢下降

到预定高度爆炸。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

弹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

我国成为有核国家后，国际地位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美建交，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1971

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许多尚未

图3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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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纷纷向我国递来了橄榄枝。自

此，世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

五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经济、科技基础都

很薄弱，在那样的条件下，我国之所以能够迅速突

破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研制出原子弹、氢弹，

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在“两

弹”的研制过程中，许多科学家隐姓埋名，夜以继

日，为两弹的研制作出了无私奉献。“我愿以身许

国”这是誓言也是所有科学家们的共同心声，他们

用自己毕生的精力践行了对国家许下的庄严承

诺。在这项伟大工程的实现过程中，还有成千上万

无名英雄的默默耕耘，他们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共和国也不会忘记，曾经世

居在金银滩草原上的 1279户牧民 6700名牧民，为

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条

件，拆下帐篷，赶着 15万头牲畜，仅用 10天时间就

离开了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远迁他乡。因搬迁仓

促、气候寒冷，加之路途艰辛，牧民损失巨大，但他

们无怨无悔，表示“国家好我们才能好”。

221基地在服役的37年里，先后完成了16次国

家核试验产品研制和两次中程弹道导弹常规弹头

的研制、试验和多批次生产、出口，有 119项科研成

果获得国家、部、省科技进步奖和国家发明奖，其中

原子弹突破及武器化、氢弹突破和武器化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从60年代末开始，先后批量生产

出多种型号的核武器，装备了部队，完成核武器退

役、延寿、工艺研究及核武器年度复检等任务，贮存

了大量人才和技术，为国防科技事业作出历史性、

战略性重大贡献。

1995年 5月 15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

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该基地环境整

治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法规要求，并已通过国家验

收。1996年 7月 29日，我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核

试验。从此，那片封闭了三十多年的禁区终于掀起

了神秘的面纱，进入了和平利用的时期。原子城现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成为全国各族人民追思历史、感召未来的精

神瑰宝（图4）。

如今，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两弹一星”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仍旧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作

为基地守护者和“两弹一星”精神传承者，我们将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挖掘

“两弹一星”事业中蕴含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

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做“两弹一星”

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坚定传承者、弘扬者和践行者

把“两弹一星”精神植入灵魂、融入血脉，努力开启

“两弹一星”精神弘扬传承新篇章。

图4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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