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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给秘书送钱治病

20世纪70年代，刘华清一个
秘书，上海人，其父母亲年事已
高，家里也没人照顾。于是，这位
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因为个人
的特长到地方成为了一家杂志社
的编辑，工作很得力。一次，刘华
清在上海考察，抽暇专门到这位
秘书的家里看望他的父母。2000
年5月，刘华清到上海检查身体，
不见这位跟自己多年的秘书来看
望，不免惊诧——以前每次来上
海他都来看看，这次怎么了？一
打听，他因病住院了。于是，刘华
清在详细询问了病情后，由于自
己也抽不出时间到医院看望，就
让工作人员把自己带的钱送上
4000元，以解治病之需。

陈平：用机智化解危险

秦朝末年，陈平先去投奔魏
王，后来又追随项羽，最终跟定了
刘邦。史书上说，陈平离开项羽
前去投奔汉王途中，要坐船渡
河。陈平是个美男子，船夫见其
仪表堂堂，相貌不凡，认为他一定
怀揣金银财宝，欲谋害之。陈平
一下子就看透了船夫，但还不能
说破。怎么办呢？于是陈平不慌
不忙脱下上衣，放在船上，意思是
让船夫看清他身无分文；接着上
前帮助划桨。就这样，一场个人
的灾难在无形中被化解。

“北京时间7点整。”当这
熟悉的声音从广播电视中传
来，人们往往会好奇，什么是

“北京时间”、它是如何产生
的、它的精度有多高、在国际
上处于什么水平？

这一系列问题背后，
其实是中国科学家攻坚克
难、甩掉“洋拐棍”的故事。

“北京时间”正式开始

时间回到70年前，一名
刚参加工作的女大学生苦
苦追问：时间要那么精确到
底有啥用？她就是“北京时
间”创制奠基人之一、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
海天文台原台长叶叔华。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决定将“中原标准时间”改
为“北京时间”，以首都北京
所在的东八时区的区时为
标准。之后，中国科学院领
命接管了原先上海法租界
的徐家汇观象台，正式开始

“北京时间”的建立工作。
这项工作落到了20岁

出头的叶叔华身上，工作内
容似乎极其简单——白天
做算术，晚上看星星。这种
枯燥的工作让叶叔华“来了

三天就想走了”。她后来之
所以改变想法，是因为她了
解到，就是这样一份工作，
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全国地
图测绘至关重要。

在国家支持下，徐家汇
观象台“鸟枪换炮”，终于拥
有了一台当时最先进的石
英钟。此外，中国还需要自
创一套测时算法。经过试
验，叶叔华采用独特的方法
——对观测员根据其误差
变化取平均值，从而创立了
一套独立的时间测量方案。

1965 年，我国“综合时
号改正数”通过国家技术
鉴定；1966年初，正式作为
我国的世界时基准，即“北
京时间”向全国发播。

“326”工程

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
始研制导弹和人造卫星，而这
两项工作都极度依赖精准的
时间系统，且需要每天连续24
小时不间断发播时间信号。
国家明确提出“在西安地区建
立短波授时台”重点项目。除
了建设短波授时台外，项目还
开展世界时和原子时研究工
作，代号“326”工程。

原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

台（授时中心前身）台长漆贯
荣和他的六名同班同学一起
被分配到“326”工程。

然而，当时短波台选址
在荒山野岭，宿舍建在山坡
上。不得已，大家一起卸钢
筋、拉水泥，不分昼夜地工
作。没有吊车，他们就在地
上铺钢管，将几吨重的机器
一点点往前挪，一块石头一
块石头地搬……他们用不
到三年时间“搬”出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一座国家标
准时间专用短波授时台。

1970年，“326”工程建成
竣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
从1971年1月1日起正式启
用。从此，我国具备了自主可
控、全国土覆盖、连续发播的
陆基无线电授时能力。

第一台空间光钟

196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20 周年前夕，有
关部门曾上报我国授时工
作的成就，周恩来总理看
到后询问用的什么钟，答
曰进口钟。周总理便说先
不要宣传，要甩掉“洋拐
棍”，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
准钟，赶上并超过他们。

从法国巴黎第六大学

博士毕业回国的张首刚采
用同企业合作成立联合实
验室的方式，经过几年摸
索，终于在 2017 年研制出
国际首款激光抽运小铯钟
产品，性能比美国产品还
要好，除了装备我国的时
间、导航、5G 通信等系统
外，还出口到欧洲。此外，
团队还研发出性能先进的
冷原子铯喷泉基准钟、冷原
子锶光钟、世界上体积最小
的高性能芯片原子钟。

如今在授时中心，有40
多台不同类型的守时原子
钟连续运行，综合产生着稳
定的“北京时间”。世界上
除了美国，就只有中国拥有
产生国家标准时间的所有
核心设备的研发能力。

2022 年 10 月 31 日，我
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顺利
发射，其搭载的由三台钟
组 成 的 世 界 首 套 空 间 原
子钟组，其中就包括世界
上第一台空间光钟。“光
钟比铯原子喷泉基准钟的
精度还要高两三个量级，
达到运行几十亿年误差不
到一秒。”已经担任中国科学
院国家授时中心主任的张首
刚表示。 陈欢欢

“北京时间”出台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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