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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两年闭馆修缮，矗立在佘山山顶

的上海天文博物馆昨天以崭新姿态迎来试

开放后的首批游客。被誉为镇馆之宝的

“百年宝镜”再次与大家见面（详见本报2

月18日科技版整版报道《百年望远镜“复

明”，穹顶再开凝望星空》），馆内的展陈内

容也焕然一新。

目前，佘山天文台藏书室内的资料仍

在整理，公众尚无缘得见。沿着绿荫小径

拾级而上，步入修葺一新的天文博物馆，一

件件通过史料挖掘重新布置的展品展项，

将带你重温百年前佘山之巅仰望星空的执

着，以及我国现代天文事业蹒跚起步的点

点滴滴。

红砖、基岩倾诉百年建筑历史

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台，佘山天文台

的百年老建筑经过三次主要修建：第一次

是1900年建成主楼，第二次是在1928年修
建了东面的辅楼，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70
年代的扩建。

早在2013年修缮时，佘山天文台的外
墙经过“清洗”，露出了水泥砂浆的“素

颜”。在这次大修时，上海天文博物馆展陈

顾问朱达一发现，佘山天文台在1900年建
造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红砖，1928年则用
上了混凝土，“两次修建间隔不到30年，建
筑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这一建筑潮流的变化，竟无声记录在了

佘山天文台的主体建筑中”。于是，在博物

馆二楼，展陈团队特意开了两处玻璃窗，将

这一珍贵的“建筑记录”展示给观众。

依山势而建，佘山天文台的设计颇具

巧思。这次，修缮团队发现，山体的一处基

岩直接“入屋”，成了天文台底楼一间房屋

的墙面，于是就将这里改造成“印象佘山”

的多媒体展区，在山体构成的古朴空间内，

回顾从佘山到世界的百年观星问天历程。

佘山不仅是百年天文台的所在，同时

也是上海陆地第一高峰。关于其高度流传

有99米、100.4米等不同说法。为了给出
一个准确答案，此次修缮期间，上海天文台

请国家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重新进

行了测量。根据2021年8月的测绘结果，
佘山之巅A点（基岩顶点），相对“1985年
国家高程基准”的高程值为99.186米，相
对“ 上 海 吴 淞 高 程 基 准 ”的 高 程 值 为

100.860米。

入口处立晷致敬天文先贤

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入口，就在1928年
修建的辅楼处。站在这里，抬头可见一个

贴于墙上的立晷（竖立的日晷）。

上海天文博物馆修缮项目展陈子项目

负责人、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左文

文介绍，佘山天文台曾属于徐家汇天文台

的一部分，而徐家汇天文台早期的工作也

与时间有关。在博物馆入口处设立晷，一

方面为了凸显天文与时间的紧密关系，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致敬中国古人和天文台早

期时间研究的智慧。

在有阳光时，游客可以看到由日光照

射晷针而指示出的“真太阳时”。这个时间

与当地经纬度、太阳在一年中的位置变化

有关，因此与普通钟表所表示的“平太阳

时”有几分钟的差异，最大差别可达18分
钟，一般在几分钟内。

在天文博物馆的诸多展品中，不少都

与时间相关。例如，基座与佘山基岩相连

的帕兰子午仪，就是一台测量时间的望远

镜——通过观测星星经过子午线的时刻，

来对钟表时间进行校准。“这也是上海天文

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曾参加过1926年
和1933年两次国际经度联测。”左文文介
绍，这两次国际经度联测的主要目的有两

个：第一是检验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板块漂

移学说是否正确，第二是验证电报在时间

测量中的可行性。当时，上海的徐家汇天

文台被列为北纬30度附近3个经度基准点
之一，佘山天文台也参加了测量工作，并在

此立碑纪念。

钢琴、咖啡透露法式观星生活

百年之前，法国传教士为何会选择在

佘山建立天文台？博物馆二楼的“百年天

文台”展区给出了回答：一方面，上海与欧

洲有近八小时的时差，在此建设天文台可

有效延长全球天文观测时间；另一方面则

源于法国对外殖民扩张的需求——气象和

天文信息对于航运和军事有着特殊作用。

法国传教士先是在徐家汇建立天文

台，开展气象、时间相关的观测。时任徐家

汇天文台台长的蔡尚质希望建立一个开展

天文观测的天文台。然而，徐家汇土质松软，

不适宜建设大型望远镜，故而他们才将目光

转移到佘山。

在建造佘山天文台的同时，传教士还从

法国订购了一架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
这是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一款天图望远镜的增

强版，也就是此次“复明”的这台百年宝镜。

在整理文物时，除了大双筒拍摄下的大

量太阳黑子、月食、彗星、星系等天体照片，展

陈团队发现了不少手冲咖啡的工具。这些铜

制的煮壶、咖啡手磨，带着岁月的斑驳出现在

展厅中，观众仿佛闻到了捧在传教士手中的

咖啡香。与之相邻，一架ROBINSON钢琴同
样启人遐想：传教士们在夜观天象之余，或许

会用钢琴声寄托对家人的思念。

“这次，我们还在库藏中发现了佘山天文

台首任台长蔡尚质用过的天球仪，以及很多

当年他们用过的工具。”左文文说，这些小车

床、计算尺，乃至照相机、地平经纬仪，都反映

出了他们踏实、勤奋、执着的科学精神。

佘山上的中国身影

120多年的岁月，佘山天文台见证了中
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起步。在天文博物馆的

序厅，有一长条嵌入了122岁圆顶旧铁皮的
时间长轴。时间轴的起点是徐家汇观象台，

而暂时的终点则是65米射电望远镜“天马”。
“虽然佘山天文台一开始是外籍传教士

进行天文研究的机构，但也聘用和招募中国

人参与辅助工作或在台内学习。在20世纪
上半叶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从佘山天文

台走出了一批中国天文学家。”左文文介绍，

这次展陈团队整理出了在佘山天文台担任计

算员、观测员的中国职工的照片，以及中国学

生使用法语练习数学的笔记，“我们甚至找到

了他们测量地磁的工作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徐家汇天文台和佘

山天文台回到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中，由南

京紫金山天文台代为管理。1962年，经中
国科学院批准，这两个天文台正式合并，成

立了独立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李珩出任首

任台长。

“李珩先生不仅科研成绩卓越，还特别热

衷科普教育，他翻译了包括《大众天文学》在

内的各种天文学科普名著。”左文文介绍，紧

随其后，年轻的叶叔华院士领导上海天文台

艰苦创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上海天文台现

已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天文台。

叶叔华先生曾说：“当我们有了初心、有

了钢、有了气之后，也取得了成果，再回看，会

发现世界那么大，我们那么渺小，却又那么不

平凡。”未来，佘山天文台还将继续见证中国

天文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通过整理和挖掘史料，上海天文博物馆展陈大量更新

再现佘山百年前仰望星空的执着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讯（记者许琦敏 张懿）历经两年史上最大规模修缮，
位于松江佘山之巅的佘山天文台（即上海天文博物馆）昨起向公

众试开放，游客可通过“上海天文博物馆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

购票。

建于1900年的佘山天文台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台，也是首座
拥有大型光学望远镜的天文台，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是其
“镇馆之宝”，曾有“东亚第一镜”之称。作为我国现代天文事业

的起点之一，佘山天文台于2004年建成常年面向公众开放的上
海天文博物馆。2013年，佘山天文台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历经百年风雨，佘山天文台的一些建筑出现破损、漏雨等情

况，大望远镜也因故障于2005年停止了观测。2021年，中科院
上海天文台对其启动了大规模修缮。除了对整体建筑进行完整

的体检和维修，还对老望远镜进行功能性整体修复。同时，修缮

工程还对上海天文博物馆展厅进行了更新，丰富了内容和展陈

方式，并对佘山天文台藏书室里的大量书籍、期刊和文献资料进

行了整理和挖掘。

据悉，上海天文博物馆门票价格为12元，优惠票价8元，开
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8:30-16:30，16:00后停止入馆。

阔别两年多，完成史上最大规模修缮

123岁佘山天文台昨起试开放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本报讯（记者吴金娇）满足高强度、耐高
温、轻质化兼具的先进树脂复合新材料，是制

约先进装备发展的瓶颈之一。当下，这样的

难题有望得到解决。记者从华东理工大学获

悉，由林嘉平教授团队开发的国内首个高分

子材料基因组研发平台（AIplus高分子软件

平台）日前在沪问世。

该软件被称为“高分子版的ChatGPT”，
包含国内首个树脂结构性能数据库和基团间

化学反应数据库。使用者只需输入树脂结

构，即可快速获得其力学、热学和介电等性

能，还可以通过该软件进行性能预测和高通

量筛选，以更快效率、更低成本研制出高性能

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

林嘉平介绍，作为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

同高分子材料交叉领域的重要成果，强大的

数据库是AIplus高分子软件平台的支撑，堪
称是“材料基因工程的基石”。团队所建立的

国内首个树脂结构性能数据库和基团间化学

反应数据库，包含3.4万多种聚合物的将近
15万条性能数据、5.8万多种基元反应模板的
近140万条化学反应数据。

AIplus高分子软件平台的开发可谓十年
磨一剑。从2011年开始，林嘉平团队就抓住材
料研究最前沿领域——材料基因工程着手相

关工作。“新材料的研发，从科学家的经验试错

时代跨入了‘智’制时代。”林嘉平介绍，过去，

一个新材料从设计、实验再到产品化往往需

要2-3年甚至更长时间，如今，依托这个“高分
子虚拟实验室”，研发人员只需通过2-3次的迭
代即可找到结构设计和配方优化的最优解，实

验时间大大缩减。未来，团队将和产业界携手，

推动AIplus高分子研究范式向产业全链条发
展。目前该平台已在上海华谊集团树脂厂、上

海航天八院、晋飞碳纤科技和金山石化院等十

余家企业试用，将择机向社会公开使用。

华东理工大学林嘉平教授团队十年磨一剑，最新发布的AI plus平台包含近140万化学反应数据

国内首个高分子材料基因组研发平台问世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昨天凌晨3时30分，在长江入海口北支

航道距崇明岛约1500米处的江中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块跨桥面
板铺设完成，崇启公铁长江大桥南岸主栈桥全面铺通。这为崇启

公铁长江大桥主体结构施工打下坚实基础。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为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控制性节点工

程，全长4.09公里，横跨长江入海口北支航道。其构造为双层布置
的公铁两用桥，上层是双向6车道、时速100公里的一级公路；下层
是时速350公里的双线高速铁路+时速250公里的双线城际铁
路。大桥分为主通航孔桥、非通航孔桥、南北岸公铁合建引桥、南

北岸单建铁路引桥；其中主通航孔桥为主跨400米双塔双索面钢
桁结合梁斜拉桥。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设有南北各一座栈桥，联通各个桥墩，其中

北岸主栈桥已于2022年12月铺设完工。南岸主栈桥工程全长
1581米，宽12米，是大桥非通航孔段和3号主墩的施工便道，具有
所在水域水流湍急、通航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等特点。为确保施

工安全质量，中铁大桥局项目部严格落实首件管理制度，施工前严

格进行综合技术交底，施工中加强质量和安全管控，确保了南岸主

栈桥施工的顺利进行。

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铁是沪渝蓉高铁的东段线路、国家“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在

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对于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推动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南岸主栈桥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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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林嘉平团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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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双筒”望远镜
是此次修缮的重中之重，

包括望远镜的光学系统、传

动系统、圆顶内外表面等在

内的“焕新手术”让百岁望远

镜重现光明，恢复了观测能力。

② 上海佘山天文台，兴建

于1900年，是我国首座拥有大型光

学望远镜的天文台，是我国现代天文

事业的起点之一。

③ 大双筒望远镜局部。

④ 2005年圆顶最后一次打开时，望远镜圆

顶因齿条锈蚀磨损而卡住，从此无法灵活转动。经过这

次大修之后的穹顶让上海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负责人汤明海

直言“开起来轻松多了”。

（上接第二版）

发言人：市委统战部发布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标识，是上海统一战

线新的百年征程的新品牌。标识以中共二

大会址为基本元素，寓意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政策在中共二大上提出。整体呈圆形

设计，内嵌中国共产党党徽，象征中国共产

党领导，统一战线各领域紧密团结在中国

共产党周围，画出最大同心圆。圆形外圈

上部标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

地”字样，下部“1922”字样表示党的统一战
线政策明确提出的时间，“中国 ·上海”字样

表示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为上海。下一

步，该标识将广泛应用于提出地工程的主题

宣传、文化活动中。

记者：可以说提出地工程是一个长远
规划，需要一步步推进。2023年重点任务

有哪些？

发言人：2023年重点任务有八项。一是
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范围的著名党

史、统战史专家学者，开展大团结精神的学术

研讨。二是举办首届“上海统战文化周”。7
月16日至23日，全市统一战线统一部署、统

一行动，以“1+X”模式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统战文化活动。三是开展统战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利用。调研梳理挖掘全市涉统场

馆、地标、名人故居、遗址遗迹，分层分类建立

统战历史文化资源名录，制作并发布全市统

战文化地图（2023版）。四是建设统战文化
阵地。指导黄浦大思南统战文化广场和“统

战源——上海静安统战文化中心”建设，对全

市统战文化阵地列名管理。五是组织提出地

工程系列主题宣传。发布提出地工程宣传标

识，设计统战历史文化IP文创。结合党外代
表人士岗位建功十大楷模选树活动，开展全

媒体集中宣传。六是组建提出地工程专家

组。依托全市统一战线专家学者，组建提出

地工程专家组，开展交流研讨。举办系列同

舟讲坛。七是开展“双百”专项宣传。向全市

统一战线和全社会公开征集“统战百年经典

案例”，挂栏开展专项宣传。继续深化“百馆

百物讲统战”专项宣传。八是开展专项教育

培训。召开全市统战宣传工作会议，举办全

市统战宣传干部培训班和统战条线记者培训

班，会同市委宣传部组织涉统讲解员培训和

讲解风采大赛。

上海实施“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