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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件”奠定中国光学基石
姻本报见习记者王兆昱

①第一台万能
工具显微镜。

②第一台晶体
谱仪。

③第一台大型
水晶摄谱仪。

④第一台电子
显微镜。

从“一片空白”到“八大件”3有志青年1

谈到“八大件”的研制，离不开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王大珩。
王大珩是我国著名应用光学家，也是我国光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
作为光机所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所长，王大珩主持研制了新中国第

一炉光学玻璃、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取得了以“八大件”为代表的光
学精密仪器等一系列开创性科研成果。在他的带领下，光机所成为国
际知名的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研发基地。

受父亲的影响与教导，王大珩年少时就表现出对数学、物理学等
自然科学的天赋与兴趣。

1932年，17岁的王大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接受了系统的物理
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与一批和他一样的有
志青年结下深厚情谊。这些人中，有后来委托王大珩筹建中国科学院
仪器馆的同学钱三强，也有应王大珩邀请、举家奔赴长春研制光学玻
璃的龚祖同。

这些有志青年，在后来的新中国科技发展历程中拧成一股绳，牵
动着整个光学领域的发展。

1938年，赴英“庚款留学”招考的消息传来，王大珩抱着“科学报
国”的信念参加了应用光学专业的考试，赴英留学。

在英国，王大珩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技术光学组的实验室
里做研究，两年后取得硕士学位。就在王大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他
获得了去英国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任职的机会。

昌司公司是当时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光
学玻璃制造“秘方”。为了学习国家更需要的先进技术，王大珩毅然放
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选择到昌司公司任职，一待就是 6年。
“清晨进厂，晚至 8时才回。”王大珩在寄给同学的信中这样描述

一天的生活。在这 6年中，他进行了大约 300埚光学玻璃实验，还研制
了 V-棱镜折射率测量装置，发表了学术成果。

事实证明，昌司公司的工作经历十分有益。王大珩在自述中写道：“学会了
一套从事应用研究和开发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别是讲求经济实效的意识。这
对我回国后从事新技术创业和应用研究的开发工作，有着深刻意义。”

1948年，王大珩与清华同学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陆续回国。这批青年
在求学过程中一直不忘关注祖国动向。他们早就约定好：一旦国内形势明朗，
就要回国效力。

“八大件”是我国自力更生的生动
体现。它标志着光机所已实现“从研制
一般、通用、简易的光学仪器，向独立设
计、研制高精度光学精密仪器的飞跃”，
在国内树立起一个勇于向高档精密仪
器进军的“排头兵”形象。

更为重要的是，研制“八大件”过程
中所体现出的“由理论研究到生产攻关
‘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已经深深刻
入光机所的基因，影响着后来一代代
人。这种精神在 20世纪 60年代初王大
珩主持“150工程”，领导研制我国第一
台靶场装备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
纬仪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王大珩对“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
做了这样的解读：“从预研、方案论证、
研制，直至造出产品，一竿子到底，全部
承担。”

1999 年，光机所与中国科学院长
春物理研究所整合成中国科学院长
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长春光机所）。

在前前后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春
光机所一直发挥着“光学摇篮”的作用，
为中国光学事业打下扎实、良好的基础，
创造出十几项“中国第一”。据统计，共有
28位在长春光机所工作和学习过的科学
家当选为两院院士，并涌现出“知识分子
的优秀代表”蒋筑英等众多英模人物。

21 世纪，长春光机所已经建设成
为以知识创新和高技术创新为主线，
在发光学、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和精
密机械与仪器等领域从事基础研究、
应用基础研究、工程技术研究及高新
技术产业化的多学科综合性基地型
研究所。
金宏介绍，“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

是长春光机所一直以来的原动力。长春
光机所的优势就在于能够集中所有力
量，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
“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能

否成功并非第一选项，抱着执着的态度
死磕，厚积薄发，一定能攻克‘卡脖子’
难题。”金宏说。

1957年 4月 28日，中国科学院决
定，将仪器馆更名为光机所。此时的仪器
馆已然顺利度过“艰苦创业”阶段，在基础
设施与人才建设方面初具规模，且取得了
一些科研成果。这次更名，表明研究所的
未来将以发展光学仪器为主。

1958年 6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提
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八大件”正
是光机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攻
关项目。
“八大件”具体指万能工具显微镜、

大型水晶摄谱仪、电子显微镜、晶体谱
仪、高精度经纬仪、高温金相显微镜、多
倍投影仪和光电测距仪 8件光学精密
仪器。

其中，万能工具显微镜是用于精密
测量机械部件尺寸、轮廓、角度等的基
本仪器。

大型水晶摄谱仪是用于研究物质
细微结构的仪器，主要应用于冶金化工
等需要做复杂材料分析的工业领域。

电子显微镜主要用于观察金属结
构、高分子结构和各种细菌。

晶体谱仪是用来做中子衍射试验
和研究原子结构的仪器，当时用于原子
能和平利用事业。

高精度经纬仪是用于测量角度的
精密测量仪器。

高温金相显微镜是用于高温下微
观观察和记录金属结构、金属组织及其
拉伸变化的仪器。

多倍投影仪是一种可将航摄底片
进行投影，缩小后得到立体光模型，从
而在平面上绘制地图和等高线的仪器。

光电测距仪是利用光速测定距离
的大地测量仪器。

对于为何将此 8 件仪器定为第二
个五年计划的目标，金宏解释，这是当
年王大珩等战略科学家作出的有远见
的决定，是对科学发展趋势的战略性预
测。“以他们的阅历，可以看到世界的前
沿，能看到诸如电子显微镜这类装备是
未来非常有前景的方向，必须要做，这
个就叫布局。”金宏说。实际上，在第二
个五年计划提出之前，光机所就已经在
进行“八大件”的前期研制工作。

从 1958年 6月开始，整个光机所
的科技人员放弃了节假日，每天夜以继
日地工作十几个小时。光机所的实验室
日夜灯火通明，被别人戏称为“日不落
实验室”。

王大珩曾回忆道：“当时年轻人干
劲儿非常足……大家真是白天干完晚
上干。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研究一个
东西，碰到材料上的问题和技术上的问
题，就把所有有关的人找来，当时就解
决。铺盖卷儿放在实验室里，你太累了

就睡觉，有人接着做。原来预备两年的
工作，我们半年就做出来了。”

同年，光机所成功试制出“八大
件”。之后，“八大件”在中国科学院举办
的成果展览会上亮相。毛泽东主席在参
观展览时，对高精度经纬仪等成果表示
赞赏，很多参观者对电子显微镜表现出
浓厚兴趣。

电子显微镜是“八大件”最典型的
代表之一，其加速电压为 50千伏、分辨
率达 10纳米，是一台中型电子显微镜，
仿制自一台日本进口电子显微镜，前后
历时 72天。
其实早在 1956年，王大珩就提出

电子显微镜试制计划，但被苏联专家一
口否定。苏联专家认为，该项目难度太
大，中国没有 12年做不出来，如果需要
用，可以向苏联购买。

王大珩一直挂念着此事。他始终认
为，靠进口不是长久之计，中国还是要
自主制造出来。1958年 4月，一个人的
来访让王大珩看到了希望。

此人名叫黄兰友，毕业于美国富兰
滋大学物理系，又获得了联邦德国图宾
根大学的应用物理博士学位，主修电子
显微镜专业。

黄兰友初次到访长春时，王大珩正
在外地出差，光机所的其他领导接待了
黄兰友。这位只有 20多岁的年轻人对
领导们谈起了他的梦想———研制中国
自己的电子显微镜。当领导们转告远在
外地的王大珩时，王大珩兴奋地回答：
“马上做！”

赶回光机所后，王大珩会见了黄兰
友，并将电子显微镜作为重点排在攻关
项目第一号位置。在电子显微镜的研制
过程中，黄兰友得到王大珩的全力支
持，包括配备得力助手、协调各方关系、
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与黄兰友一起参与电子显微镜研
制工作的人员有王洪义（负责机械），林
太基、朱焕文（负责物理），秦启梁（负责
电子线路）。另外，还有黄兰友从中国科
学院电子研究所带来的江均基（负责电
子线路）和一名中技生。

1958年 8月 19日凌晨 2点 45分，
黄兰友等人在荧光屏上得到了第一个
电子显像，那是一个海洋古生物硅藻土
的图像。我国第一台自行试制的中型透
射式电子显微镜就此诞生。

电子显微镜只是光机所创造的八
个奇迹之一。黄兰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
这样写道：“每个项目都是以前没有搞
过的新东西，免不了都有大量的返工。
在我看来是一团乱哄哄的事，光机所是
怎么组织得如此有条有理……对我一
直是个谜。”

“我们这代人习惯把做事放在第一位，个人生活放其次。我们做起
事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角度考虑问题，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
虑。无论怎样艰苦的地方，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地打起铺盖卷儿说去就
去。”在回忆为新中国光学事业发展所做的工作时，王大珩曾这样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研究人员终于拥有了可以实现理想、为国效
力的新环境。当时，新中国的光学事业可谓“一片空白”。想要把光学事
业发展好，就必须拥有更完备、更先进的工具，即光学仪器。但举国上下
像样的光学工厂只有昆明光学工厂，全国都缺乏光学精密仪器研制的
条件和人才。“当时的光学课程连教具都短缺。”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分
党组书记、院长金宏介绍。

1950年，王大珩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组（兼工学实验组）委
员。在对昆明光学工厂进行仔细考察后，王大珩和另一位物理学家钱临
照提出“建立光学仪器厂、培养专门人才”等建议，得到当时政务院文化
教育委员会的重视。政务院随即作出决定：设立中国科学院仪器馆。

1951年 1月 24日，经钱三强推荐，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
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王大珩在《我的自我检查》中写道：“1951年，当科学院要我参加仪器

馆的筹备工作时，我下了一个决心，要终身致力于我国的仪器事业（特别是
光学仪器事业），我想使仪器馆成为全国的研究与生产中心。”

而这两件事，他都做到了。
建馆选址，王大珩选择了东北。当时的东北是我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地

方，且在吉林长春铁北天光路有一座旧厂房，厂房里有炉子、大烟囱等基本
装备。
金宏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说：“从选址上可以看出，王大珩先生等创

始人并没有考虑东北的气候和生活条件，而主要考虑的是现实问题，要
节约经费，要有基础研究环境，要能说干就干。”

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建设经费是 1400万斤小米。王大珩知道，在当时百
废待兴的局面下，国家能拨出这 1400万斤小米，实属不易。他拿着这笔“经
费”，带着 28位科研人员，和工人们一起吃大葱蘸大酱、嚼高粱米饭，苦干了
一年的力气活，才将仪器馆建起。工人们都说，王大珩等科学家和他们同吃同
住，不说话时，根本看不出他们是科学家。

1953年 1月 23日，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在长春正式成立。王大珩任副馆
长，代理馆长主持仪器馆工作。就这样，新中国“光学摇篮”诞生了。

万斤小米，建起新中国“光学摇篮”2

1952年，在吉林省长春市铁北区，一批科学家和工人一起清理废弃物、填坑、平整土地。他们要在这里开启光学科技梦想。

一年后，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建成。1957年 4月，仪器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身，以下简称

光机所）。机构名称虽然变了，科学家的干劲儿却没有变。1958年，光机所为国家交出了最好的作业———成功研制 8件先进光学精密仪器，统称光学“八大件”。

1958年 9月 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光机所“八大件”试制成功给予了高度评价：“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作为我

国光学仪器研制的里程碑，“八大件”标志着我国能够独立解决光学工业中的重大技术问题。

“八大件”填补了新中国光学研究的空白，奠定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基石，是新中国科技事业自力更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缩影，更是科学家们汗水与智慧

的结晶。通过“八大件”，人们得以窥见老科学家胸怀祖国、勇攀高峰的精神。这些传承下来的精神如光一般，穿越了时空的界限，照亮了未来的道路。

“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4

⑤第一台高温
金相显微镜。

⑥第一台高精
度经纬仪。

⑦第一台多倍
投影仪。

⑧第一台光电
测距仪。

⑩王大珩（左二）等中国科学院仪器
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⑨青年王大珩。

长春光机所供图，郭刚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