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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建立了我国最早专门从事宇宙生物学研究与生物火箭发射

试验的单位——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亦即生物物理研究所原第二研究室，后扩展为第六、

七、八研究室，存在于 1958～1968 年。 

大事记对这 11 年的宇宙生物学研究历史，做了大框架的编年记录。 

近半个世纪后，于 2005 年 11 月 29 日，正值我国第二艘载人宇宙飞船“神舟六号”成

功返回后不久，在生物物理所主持下，当年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部分成员有幸回所参加了

建室 47 周年纪念座谈会，回忆当年，感慨万千，喜看今日，祝愿未来。同时，也为本大事

记的形成汇聚了该室集体的贡献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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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详记 

 

（一）1958 年 

 

1.“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11，42，48］ 

 

随着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①
，继苏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

②
，卫星研制工作受到中

共中央和中国科学院的重视，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等也建议要开展

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为此，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多次向中共中央反映

并提出建议。 

5 月 17 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讲，“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2.我国早期的人造卫星研制计划“581”［1，11，48］ 

 

5 月 17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国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 

7 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呈送了卫星研制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

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 

8 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把卫星研制任务定为中国科学院 1958 年头号重点任务，

代号“581”，为此，成立了“581”组，并成立了第一、第二与第三设计院。 

 

3.生物物理研究所的成立［1，3，17］ 

 

5 月，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家贝时璋主持下，向中国科学院递交了建立生物物理研究所

的报告
③
。

 

7 月 29 日经第九次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9 月 26 日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将组

建不久的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原为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北京工作组)改建为中国科学院生

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任所长。 

────────── 

①1955 年，中国科学院进行了 15 年(第一至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远景计划的讨论与制订，并为后来

国家制订 12 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作了很好的准备。 

1956 年，党中央与国务院制订批准了《国家 12 年(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同

年，中国科学院也提出了“中国科学院 12 年内需要进行的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上述规划提出了要发展我国的火箭与喷气技术。 

1956 年，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老五院)。 

②1957 与 1958 年，苏，美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在党中央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

中国科学院在全国范围内部署组织了对苏联卫星的观测。 

③1957 年 3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编制完成，其中包括要发展新兴的

基础与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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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建立与“581”生物小组［3，18，25，43，44，45，

48］ 

 

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之初拟定的两大任务之一是，研究外界的物理因素在不同条件下

对有机体的影响，并阐明其机制。既要求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也要求研究结果具有实际

应用意义。因此，为了配合人造卫星上天(“581”任务)及星际航行工作，将高空探测中的

生物学问题(重力和宇宙射线对生物的影响)确定为生物物理所第一步要开展的三个学科发

展方向之一，并为此成立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二室，初期还曾短期称为高空生理研究组，

由计划科长黄芬兼管)。 

同一时期，继中国科学院“581”组成立之后，相应地有了“581”生物小组，负责与

卫星相关的生物医学研究。与生物医学有关而经常参加“581”组会议的有生物物理所施履

吉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蔡翘。中国科学院院内参加这个项目的有生物物理研究所(负主要责

任)与生理研究所(上海)，院外参加这个项目的有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

(老三所)和空军的航空医学研究所(空四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原二室的最早成员同时也是

“581”生物小组的成员。当时，不仅为动物上天积极地进行地面准备工作或模拟实验研究，

而且在生物卫星研究规划讨论中，还包含了载人飞行的生物医学设想与考虑。 

生物物理所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建室时的突出特点，一是学科新，苏美也才刚刚发射卫

星，早期连文献资料也十分稀少，当时的某些信息来源甚至不得不依赖新华社的新闻稿；

二是人员新，除有贝时璋所长指导，当时没有相应专业的有经验的专家，建室初期仅有三

名年轻的研究人员(陈棣华、朱治平、贺慕严)；三是研究条件完全空白，开始时不但没有

设备，就连新来的大学生都要临时在人事科摆一张桌子上班。 

 

5.展览会上的一次展示［1，43，48］ 

 

10 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在中国科

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的我国空间技术早期发展设想，包括火箭与卫星

模型。特别是“581”生物小组还在展览会现场展示了动物舱模型与实验动物(狗)生理信号

的传递，反映了我国当年宇宙生物学研究起步时的状况。 

 

（二）1959 年 

 

中国科学院空间技术计划的调整［1，48］ 

 

两位中央常委、副总理陈云和邓小平分别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

因为国家经济困难。” 

1 月，张劲夫在中国科学院党组会上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卫星明

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随后，中国科学院领导召开会议，提出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

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研制探空火箭上来，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

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开展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以此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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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作准备。
①
 

 

（三）1960 年 

 

1.我国探空火箭的发展—— 生物试验火箭的基础［1，11，13，48］ 

 

2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T-7M”试验性模型液体燃料

探空火箭，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开始了中国的“空间时代”。 

9 月 13 日在安徽省的广德发射场(“603”基地)，又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代气象火箭

“T-7”。
②
 

探空火箭的连续发射成功，为中国生物试验火箭奠定了基础。 

 

2.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的建立［1］ 

 

3 月，中国科学院制定了《关于大力发展尖端科学研究三年规划和八年设想(草案)》，

围绕“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提出了六个方面的研究任务。 

7 月 2 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并经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新技术

局，负责管理全院有关国防尖端科研工作。7 月 15 日，国家计委党组通知，规定中国科学

院新技术局对外业务联系使用“04 单位”代号。 

同期，生物物理研究所归新技术局管辖。 

 

（四）1961 年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早期的方向任务［14，19，20，39］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建立后，经过几年的努力与发展，其研究工作已粗具规模。 

根据新技术局指示，在国家探空任务中，有关宇宙生物学部分，由生物物理研究所担

任。同时还明确，国防部五院和其他单位均不承担此项任务。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在 1961 年“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实验室)

中提出，要“在最近几年(1962～1965 年)主要完成动物能够进入宇宙空间飞行的地面模拟

实验和保证其生命安全等措施的研究。在这以后的期间(1965～1968 年)主要完成人能够进

入宇宙空间飞行所必需的地面模拟实验和保证人的生命安全措施等问题的研究。”
③
 

────────── 

①1958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科学院曾派出以赵九章为团长的“高空大气物理访苏代表团”访问前苏

联。代表团回国后建议，推迟正在进行的人造卫星研制工作，把力量转移到探空火箭上来。 

②“T-7”气象火箭后于 1963 年定型，并投入使用。 

③在 1963 年的“三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中，将关于人的研究方向调整为“根据需要和可

能以及全国分工情况，再考虑是否开展以人为对象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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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五定”中，宇宙生物学研究室设置了宇宙力学、低压供氧温度、宇宙辐射、

工程技术、动物训练及挑选、生化化验共六个研究组。当时，宇宙力学组又称重力生理组

或重力组；低压供氧温度组又称密闭生态组；由于宇宙辐射组还涉及遗传研究，所以又称

辐射遗传组；工程技术组中以生物电子技术为主的部分，又称技术组，而以机械技术为主

的部分，称为大型模拟设备组或设备组。
①
 

 

（五）1962 年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早期研究工作的进展［15］ 

 

作为中国科学院下达的重点任务，截至 1962 年上半年，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在以下几个

方面已经取得研究进展：① 横加速度对大白鼠心率、呼吸的影响；② 横加速度对大白鼠

血象的影响；③ 振动对大白鼠心率、呼吸的影响；④ 噪声对大白鼠、小白鼠心率、呼吸

的影响及行为观察；⑤ 低压对大白鼠心率、呼吸、脑电的影响；⑥ 大白鼠在 20～50 ℃环

境中的心率、呼吸、体温变化及致死时间；⑦ 化学吸收剂吸收性能的测定与小型密闭容器

的再生循环模拟实验。 

以上研究进展，与贝时璋所长以任务带学科、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生物学与工程技术

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贝老(大家对贝时璋所长的爱称)多次直接约谈原二室的课

题负责人，不仅指导他们当前的研究工作任务，而且，还高瞻远瞩地为他们的学科发展指

出方向。此外，原二室还通过派人外出进修或从所外邀请专家来室指导的方式，提高研究

水平。例如，曾特邀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的航空医学专家陈定一教授定期

来所指导。 

以上努力与成绩，为后来的生物火箭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好了前期的准备。 

 

（六）1963 年 

 

1.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的合作［13，16，26］ 

 

6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正式向国防部五院发送生物物理研究所拟于 1963～

1965 年利用“T-7”火箭进行生物学研究的初步规划，并提请将“T-7”生物火箭试验列入

国家计划。
②
 

────────── 

①1963 年之后，增加了形态组(包括组织解剖学与组织化学)以及飞行综合效应组。 

②继人造地球卫星之后，1961 与 1962 年，苏美又相继将人送入地球轨道。而此前，它们都进行了多

年一系列的高空生物火箭试验(包括发射狗、猴、黑猩猩等动物)，这些试验对于初期载人航天的安全是必

不可少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为了开展中国生物火箭试验工作，早于 1963 年之前就曾派人前往

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商谈合作发射生物试验火箭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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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9 日国防部五院复函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同意将其列入计划，具体事项由生物物

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
①
直接协商。 

9 月 4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拟定了生物试验协议书。双方商定，选用

“T-7A”火箭做运载工具，首先发射啮齿类动物(大、小白鼠)与多种生物样品。 

生物物理研究所主要承担有关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提供有关设备所需的生物学

参数(如舱内小气候的条件，生物对飞行中物理因素超重、振动等的耐受限度与指标等)，

承担各种生物传感器和放大器的研制任务，分析火箭发射实验中所获得的生物学数据并写

出论文。 

上海机电设计院负责运载火箭和生物舱的制作、发射，负责发射与回收的动力系统、

控制系统以及遥测系统等技术工作。 

自此，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成为我国生物火箭试验研究的两个主要合作

伙伴。 

 

2.“T-7A”生物火箭试验被列为中国科学院的重点任务［21，39］ 

 

按照中国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以及生物物理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达成的协议，“T-7A”

生物火箭试验被列为中国科学院和生物物理研究所 1963～1965 年的重点任务。因此，宇宙

生物学研究室的工作，在已有基础上，围绕着提供火箭飞行生物学参数、生理仪器、动物

选拔训练、生物样品准备、地面对照数据等任务进一步展开，全力为生物火箭试验作准备。

同时，这项工作还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内兄弟单位以及生物物理所所内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 

 

3.生物试验火箭前身——“T-7A”气象火箭发射成功 

 

12 月 22 日，作为“T-7”气象火箭的改进型，“T-7A”气象火箭发射成功。“T-7A”气

象火箭也是中国生物试验火箭的前身。 

 

4.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组织领导的健全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早期的领导，除白燕较长时间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以外，多是短期

兼职，数次更迭。直至 1963 年，为适应发展与任务的需要，生物物理研究所将留学归国不

久的王修璧副博士从放射生物学研究室调到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任副主任，后任主任，同时，

研究室内各级组织也逐步健全。 

────────── 

①上海机电设计院是我国探空火箭的研究设计单位，原为 1958 年 8 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组建的

“581”第一设计院，当年 11 月由北京迁往上海，改名为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63 年 1 月从中国

科学院划归国防部五院。后于 1965 年 1 月又随五院更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1965 年 8 月迁回

北京，现名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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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宇宙生物学课程的设立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不仅从无到有、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这一新学科的研究，而且，逐渐

积累了自己的研究资料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邓家齐与李祯

祥在贝时璋所长的指导下，从 1963 年开始，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开设了宇宙生

物学新课程。该课程连续成功地开设了三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断。这个系的部分

学生，还曾在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做过毕业论文。因此，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有不少毕业生，

后来成为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骨干，或者成为宇宙生物学相关领域的骨干。 

 

（七）1964 年 

 

1.箭载心电放大器获奖［12］ 

 

在 3～6 月举行的“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研制的箭载心电放

大器获得三等奖。 

箭载心电放大器是当时宇宙生物学研究室重点研制的、专用于生物火箭飞行试验的多

种生物传感放大器之一。箭载心电放大器能将火箭上大白鼠等动物的微弱心电信号放大约

2000 倍，以供遥测、记录与分析之用。特别是它具有适于高空(宇宙)飞行环境的优良特性，

例如，体积小，抗干扰能力强，能承受加速度、振动、冲击过载等特殊飞行因素的影响，

并能在宇宙飞行的复杂条件下保持比较稳定的性能。 

 

2.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实验室扩建 

 

生物物理研究所在发展，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也在快速发展，其人员、仪器设备等都在

不断增加，以致原有实验室的空间越显不足。因此，于 1964 年迁入空间大大增加了的新实

验室
①
，同期，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也由二室改称六室。 

 

3.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S1)”发射成功［1，10，13，16，48，49］ 

 

7 月 19 日，中国第一枚生物试验火箭“T-7A(S1)”发射成功，发射高度约 70 公里，实

现了中国宇宙生物学史零的突破，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了先河，

从此开始了中国的生物探空时代，也迈出了我国现代空间科学探测的第一步。 

“T-7A(S1)”是上海机电设计院按照生物物理所提供的要求与数据，将“T-7A”气象

火箭的箭头改装为生物Ⅰ型箭头而成的火箭。“T-7A(S1)”的生物舱内载 2 只固定大白鼠、

2 只活动大白鼠、4 只小白鼠和 12 支生物样品试管，大、小白鼠全部健康返回地面。 

────────── 

①原实验室在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原生物物理所新楼一层西侧，新实验室位于清华园，是 1963 年开始

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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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A(S1)”生物火箭的试验目的是：研究飞行因素与高空环境对生物的影响， 为空

间生物学研究积累资料； 考验我国第一次设计的密封生物舱、供气系统、摄影系统和心电

遥测系统的设计合理性和工作可靠性；为生命保障工程系统的研制积累经验。 

“T-7A(S1)”生物火箭的试验结果，使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得高空生物火箭试验的科学

数据，不但证明了早期技术保障系统的设计合理性与工作可靠性，而且，为我国宇宙生物

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实验数据与经验，并展现了包括载人飞行在内的宇宙生物学研究的广

阔前景。 

这次试验的成功，是生物物理所和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内外，不论党政业务领导与群众，

还是前方发射现场与后方实验室，大家分工合作、齐心协力的结果。其中还包括发射地政

府、民兵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以及回收现场工作人员不畏艰险的山区跋涉，这在

当时遥测、通讯乃至交通条件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对于成功回收都是至关重要的。 

 

4.国防部五院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生物火箭试验成功［47，48］ 

 

国防部五院专门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我国生物火箭试验成功！ 

7 月 27 日，所长贝时璋与党委书记王鹤坪代表生物物理所致信钱学森，向他并通过他

向国防部五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及其工作人员，表示同贺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S1)”

试验成功，并对协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久之后，钱学森还曾亲自来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参观指导。 

 

5.李富春副总理视察［50］ 

 

7 月 28 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上海锦江饭店文化俱乐部视察了我国第一枚生物火

箭“T-7A(S1)”成功回收后带有生物舱的箭头。 

 

（八）1965 年 

 

1.关于中央专委［1，48］ 

 

2 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
①
除管原子弹外，还要管导弹。并改称中央

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或中专委)。 

同年，中央专委也管卫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被增补为中央专委委

员。 

 

2.我国人造卫星计划的再启动［1，48］ 

────────── 

①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立于 1962 年 11 月 17 日，由副总理和部长级干部组成，周恩来总理任

主任委员，当时专门领导原子弹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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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在科学家们建议
①
、中国科学院报告以及国防科委座谈会的基础上，由国防

科委提出预计在 1970～1971 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报告指出，卫星本体由中

国科学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由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观测、跟

踪、遥控系统以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配合研制。 

5 月 6 日，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 

 

3.“651”任务、“651”设计院与“651”生物组［1，48］ 

 

5 月 31 日，中国科学院据根中央专委会议精神正式成立了卫星本体组、地面设备组、

生物组，另有轨道组已于此前成立。生物组由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负责。 

7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就

发射中国人造卫星的方案和加强组织领导等提出了建议。并提出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

名为“东方红一号”。 

8 月 2 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经讨论原则同意上述方案，并同意在中国科学院内设

立一个卫星设计院(代号“651”设计院)。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任务再次正式启

动，代号为“651”任务。“651”的取名，源自周总理批示赵九章来信的年月。 

 

4.“T-7A(S1)”生物火箭再次发射成功［1，10，13，22，23，37，41］ 

 

2 月 27 日，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上海机电设计院签订了继续发射“T-7A(S1)”生物试验

火箭的协议书。 

6 月 1 日与 6月 5 日，分别发射了第二枚与第三枚“T-7A(S1)”生物试验火箭，并再度

获得成功。 

这两次试验，各发射大白鼠 4 只(2 只固定，2 只活动)、小白鼠 10 只、生物试管 10 支。

其结果，重复并验证了第一枚火箭的成功。 

第三枚“T-7A(S1)”火箭在飞行过程中的心电遥测，曾有一段时间干扰比较大，其他

时间记录尚好。在回收现场，发现有包括大白鼠在内的部分实验动物死亡。但飞行过程中

遥测心电信号证实，死亡与飞行本身无关，系因回收延迟，回收舱受到较长时间阳光曝晒

所致。 

至此，三枚“T-7A(S1)”火箭的发射成功，肯定了我国初期生物火箭试验所获得的一

致性研究成果，并为“T-7A(S2)”大型动物火箭试验作了充分的准备，为进一步的生物探

空和更深入的宇宙生物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①在 1964 年 12 月下旬全国三届一次人大会议期间，中国科学院科学家赵九章致信周恩来总理，认为

中国已具备研制人造卫星的条件，建议中国采取措施。与此同时，钱学森也致函聂荣臻副总理，建议把人

造卫星研制早日列入国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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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7A(S2)”生物火箭试验任务书的签订［13，29］ 

 

10 月 14 日，继“T-7A(S1)”连续成功发射之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与七机部

第八设计院再度签订了“T-7A(S2)”生物火箭试验的任务书，正式启动了将小狗送上天的

任务。 

 

6.“651”会议［1，7，9，27，28，48］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30 日，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方案论

证会，即“651”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单位代表 120 人。
①
 

 

7.宇宙生物学研究室扩展为三个研究室［16］ 

 

为了适应我国空间事业的发展形势和“651”任务，也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本身快速进

展的需要，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人员比 1964 年上半年的 41 人增加一倍以上，研究工作的

深度与广度，也非昔日可比。故而，由一个研究室扩展成三个研究室，即六室(主任王修璧)

仍专门从事宇宙生物学方面的实验研究(包括特殊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以及生命保障等问

题)；同时，新建七、八两个研究室，八室(总体室，主任朱治平)拟从更高层次上负责近期

与远期任务的总体规划设想与方案预研（包括生命保障系统中的生物工程预研），并负责大

型模拟设备的研制与维护，负责资料搜集，以及负责对外的专业协调联络等；七室，则专

门负责实验动物的选拔与训练、育种保健、遗传学研究以及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等。 

 

8.郭沫若与张劲夫视察宇宙生物学研究室［40］ 

 

11 月 5 日，在三枚“T-7A(S1)”生物试验火箭发射成功之后，在积极准备“T-7A(S2)”

生物试验火箭发射之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以及生物学

部主任童第周等，在贝时璋所长陪同下，视察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参观了乘“T-7A(S1)”

返回的搭载动物(大、小白鼠)与生物样品，还参观了准备发射上天的实验小狗。郭沫若院

长挥笔为宇宙生物学研究室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千方百计，赶上世界先进

水平。向自然开战，征服宇宙。”他们的视察，给正在紧张工作的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全体人

员极大的鼓舞。 

────────── 

①根据“651”会议讨论的方案和相应的工作，1967 年 12 月，国防科委采纳了中国科学院的提议，

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正式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68 年 1 月，国家正式批准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

球卫星的研制任务书。 

此外，1966 年，国家还对 1965 年由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后经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发

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进行了修订，从而形成《发展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十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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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966 年 

 

1.最早的中国载人航天生物医学规划［6，8，24］ 

 

1～2 月(1 月 10～19 日与 1 月 25 日～2 月 6 日)，按照国防科委罗舜初副主任的指示，

由国防科委主持，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编制航空宇宙医学规划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

有中国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一、三、四、七机部等单位的同志，

共 42 人。其中，中国科学院有新技术局 1 人，生物物理所 6 人，心理所 2 人，共 9 人参加。 

会议的任务是编制 1966～1975 年航空宇宙医学规划，会议还针对人上天以前的生物卫

星发射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经过全体与会同志的努力，会议拟出很具体的“载人宇

宙航行规划医学生物学部分(草案)”，这是一份包括多次生物火箭发射［“T-7A(S2)”与“和

平一号”］、多次生物卫星与飞船发射在内的我国载人航天的最早生物医学详细规划。最后，

由三位专家(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蔡翘、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沈其震、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审查、签署并上报。 

上报的“载人宇宙航行规划医学生物学部分(草案)”尚需国防科委邀集解放军总后卫

生部、中央卫生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会审，最后上报中央专委审批。
①
 

 

2.生物卫星系列规划［1，7，9，27，28，48］ 

 

5 月，中国科学院在“651”会议及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任务的基础上，又相继召

开多次卫星系列规划设想讨论会，以及卫星系列规划论证预备会，这些会议讨论了适于各

种用途的多个卫星系列(其中包括有生物卫星系列)。 

生物物理研究所参与了卫星系列的讨论，并且，由生物物理研究所提出包括载人飞行

内容的生物卫星系列规划，经贝时璋所长审定后上报。 

 

3.生物物理研究所与心理研究所的合作［6］ 

 

由于生物火箭试验涉及高等动物(狗、猴)及其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也考虑到心理学

研究以及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不仅参与了最早的中国载人航天生物

医学规划，而且还派出一个精干的协作小组，到生物物理所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直接参与

“T-7A(S2)”与“和平一号”的实验室研究工作及火箭现场发射工作。 

 

4.“T-7A(S2)”生物火箭发射成功与“小狗飞上天”［4，5，13，29，30，

33，34，35，36，38］ 

────────── 

①据苏州市科协网站上的一篇文章称，3月份在国防科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专家们达成共识，即我国在卫星研制的同时，也应逐步开展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中央专委采纳了专家们

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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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射啮齿类动物的三枚“T-7A(S1)”火箭之后，于 7 月 15 日和 7 月 28 日，又接连

发射了两枚“T-7A(S2)”火箭，发射高度 68-70 公里，飞行时间 20 多分钟，进一步获得进

化程度更高的哺乳动物(狗)的生物火箭试验的成功。 

“T-7A(S2)”火箭由“T-7A”气象火箭的运载工具和特殊的棒锤状生物Ⅱ型箭头组合

而成。为了发射体型更大的高等动物(狗)的需要，在“T-7A”基础上，做了比“T-7A(S1)”

更多的重要改进。两次发射的生物舱分别乘载雌性小狗“小豹”与“珊珊”，小狗均健康地

返回地面。此外，每次还载有 4 只大白鼠与 12 支生物样品试管。 

飞行结果证明，运载火箭性能完全正常，各系统工作良好，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与

“T-7A(S1)”比较，除乘载更高等动物外，还由单项(心电)生理指标测量发展到四项(心电、

血压、呼吸与体温)生理指标测量，条件反射实验也由飞行前后进行发展到飞行过程中进行，

大大拓展了当年我国空间生理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几十年后我国初期的载人航天，仍采

用了这四项基本生理指标。同时，生命生活保障系统也更加复杂，供氧系统也由简单的开

放式系统发展为具有一定自动调节功能的半封闭式系统，其合理性与可靠性都大大提高。

反射式舱内摄影系统，为生物舱节省了空间。而且还进行了空间电离辐射测量。此外，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首次参加了生物火箭试验的回收工作，采用直升飞机跟踪方式，为

“T-7A(S2)”生物火箭回收的及时与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可靠保证。 

 “T-7A(S2)”的第二次飞行由于火箭头体分离时震动过大，影响了生理指标磁记录仪

的工作，但并未影响小狗“珊珊”的健康返回。令人惋惜的是，对于上述成功以及个别问

题的分析与总结，都因“文化大革命”而搁浅。 

总之，“T-7A(S2)”生物火箭试验的成功，使中国在生物火箭领域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不仅起到向更复杂生物探空火箭过渡的桥梁作用，而且也向载人航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①
 

“T-7A(S2)”生物试验火箭发射后的箭头，当时曾被留作纪念。
②
 

 

5.“和平一号”生物探空火箭的发射准备［16，31，32］ 

 

1966 年，“和平一号”的发射准备工作
③
几乎与“T-7A(S2)”的发射准备并行进展。 

“和平一号”是中型火箭，也用于地球物理研究，改装为生物探空火箭后，生物舱直

径达到 1 米，容量达到约 1 米
3
，载重也大大增加，可以乘载一只猴、两只小狗，以及多种 

────────── 

①十几年以后，“T-7A(S2)”与“T-7A(S1)”生物火箭试验，合并作为一项重大科技成果，受到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颁给生物物理所的奖状编号为 0011493，其中合作成果的第 5 项为：“生物试验

火箭--火箭飞行生物学试验研究”）。 

②留作纪念的“T-7A(S2)”箭头，后来被移交到新组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 

③早在 1964 年发射“T-7A(S1)”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和平一号”生物探空火箭事宜。后经生物

物理研究所与第八设计院就该火箭方案反复多次论证与落实，初步拟定于 1968 年实施发射。 

“和平一号”的发射要在“20”基地进行，所以，生物物理研究所业务处在征求研究室意见的基础上，

还曾派人前往“20”基地选址，签署了“20”基地 7号阵地生物实验室基建平面图，并由第八设计院基建

人员承担设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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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样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发射高度可达 280 千米，超重与失重时间均大大延长，

失重时间可长达 7 分多钟。以上改进，为深入的宇宙生物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理想的条件。 

 

“和平一号”的地面生物学研究，涉及更加高等的动物——猴，因此，要求更高水平

的动物选拔训练工作，准备使用更多的生理生化指标(如在四大生理指标之外，还拟增加肌

电等指标)，以及需要研制更高水平的遥测与记录设备等。 

以上工作，正当全面铺开并进入高潮之际，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和平一号”生

物探空火箭从此永远停止在准备阶段。 

 

（十）1967 年 

 

中国科学院“04 单位”科研体制大变动［1，2，48］ 

 

聂荣臻于 1967 年提出《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议成立 18 个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本身，及其从属的大批单位，包括生物物理研究所在内，从 1968

年 1 月起，均被军管并纳入国防部门的相关研究院。 

这次体制调整的目的，除为集中科研力量以外，也为了国防科技人员能在“文化大革

命”中得到保护。但后来，在聂荣臻横遭批判的情况下，体制调整工作亦停止，有些研究

院保留下来(如卫星研究院)，而很多研究院都不了了之。 

中国科学院“04 单位”划出去的部门人员，后来有很大一部分陆续返回了中国科学院，

也有一些留在了国防部门。
①
 

 

（十一）1968 年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结束与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组建［46］ 

 

4 月 1 日，国防科委批准组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该单位后来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中

“航天员系统”的承担单位，现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新组建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主要由三个相互独立的单位合并而成，这三个单位是中

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原六、七、八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

生理研究所(此前更名为航空宇宙医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生理系宇

宙生理专业。此外，还包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分部的部分研究人员、中国医学科学院

劳动卫生研究所与仪器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以及少数其他来源的人员。 

上述合并，正值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体制大变动，因此，新单位以军管 

────────── 

①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此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的卫星研制任务完全移交

给了七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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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接管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原六、七、八室。至 1968 年末，全面完成了人员、设

备、资料等的移交与搬迁。从此，生物物理研究所原六、七、八室不复存在，人员被分别

编入新单位各部，并搬入当时北京大学昌平 200 号新址。
①
 

由于生物物理所三个研究室上百人整建制地离去，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生物火箭试验与

宇宙生物学研究，也从此告一段落。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生物物理研究所才利用返

回式卫星和“神舟号”飞船，重新开展空间生命科学的研究。 

 

 

 

 

 

 

 

 

 

 

 

 

 

 

 

 

 

 

 

 

 

 

 

 

 

 

 

 

────────── 

①生物物理研究所宇宙生物学研究室多年培养成长起来的一批研究人员，后来很多都在新单位里成为

研究主力、专业中坚或者进入领导岗位。此外，当时生物物理研究所已经建成或者开始建造的某些大型设

备，由于已考虑到人体实验，因此，后来在新单位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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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人员名单 

 

（一）生物物理研究所原二室与原六、七、八室人员(按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白燕(二、六室支部书记，六室副主任)、毕可绪、卞宗辉、陈柏宏、陈棣华*、陈涤明、

陈鹤皋*、陈湄、陈士贵、陈协象、陈雨春、程美月、池旭生、党连凯*、邓家齐、丁蓉原*、

董玉奎、范思陆、房兴业、龚文尧、宫云、顾滨源*、关成来、何开源、贺慕严(二室负责

人，重力组组长)、侯敏*(六室副书记)、黄芬*(计划科长兼二室负责人)、黄庆英、纪成尧、

季荣福、贾克朴、蒋秀英、荆树君、李贵水、李辉*、李家才、李培源、李嗣娴、李树春、

李秀雯、李秀英、李素文、李文荣、李祯祥、林先哲、刘爱竹、刘慧敏、刘加林、刘永斌、

隆明发*、龙升照、罗慕磊、罗旭峰、马凤林、马淑英、马万禄*、莫冠英*、牟美琴、聂玉

生*、潘淦就、彭如景、齐祖沾*、邱鸿贤、邱衍勃、任建章*(人事科长兼二室支部书记)、

邵作华*、沈力平、沈士良(密闭生态组组长)、司秀云、宋孔智、苏华(七、八室支部书记，

七室副主任)、孙德凯、王静斐、王修璧(二、六室主任，飞行综合效应组组长)、王友云(技

术组组长)、王玉芳*(二室负责人，辐射遗传组组长)、王子健、王占金*、王志友、汪芳子、

汪恭质、魏西平、温天明、吴阿木、吴瑞华、鲜学义、谢宝生、徐国林、许德高*(六室支

部书记)、薛月英、严拱东、闫晓霞、杨保明、杨光华、杨吉樑、杨天德、杨育焉、姚淑燕、

于秀娟、郁贤章、翟希昌、张介涛*、张静雪、张立民、张连山*、张清云*、张瑞峰、张盛

林、张士凝、郑传先、郑淑玲*、邹宝华、邹明发、邹占海、朱明新、朱治平(八室主任，

密闭生态组组长)。 

 

(二)联系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的生物物理所业务处(原计划科)人员 

 

韩兆桂*(处长)、韩紫杰*、龙新华*(业务处计划组组长，也为八室成员)、王大成*。 

 

(三)实验室工人 

 

杜惠琴*(女)、杜铁柱*、黄爱月*、李其良*、刘明聪*、陆囡囡*、苗仁志、任恩禄*、

宋桂云*、王丽华*、谢家麒、许桂珍*、徐秀英*、杨宇、张金先*、赵建斌、赵秀花。 

 

以上，注有*号的人员，未转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另外，生物物理研究所其他科室

也有少数人员(鞠浪、李向高、王淑清)，与原六、七、八室一起，转到航天医学工程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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