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钰哲（1902.2.16—1986.7.21），福建省闽侯县人，天文学家。
1919年，他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毕业，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23年
赴美留学，先后在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系和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后又
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天文系。1927年获得硕士学位，接着在叶凯士天文
台攻读博士，于1929年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
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组长、中国天文学会
理事长等。他是我国方位天体学和天体力学的开创人，长期从事小行
星、彗星的研究，第2051号小行星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毕生致力于开
拓和振兴我国天文事业，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

他是第一位发现小行星的中国人，开创了中国人
命名小行星的先河；他三次赴美学习和考察，只为给
振兴国家贡献力量；他毕生致力于推动我国天文学事
业发展；他还是天文科普工作的实践者，是我国天文
科普的引路人。他就是张钰哲，我国现代天文学最重
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出身贫寒，从小志在四方

1902年2月16日，张钰哲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
个职员家庭，有六个兄弟姐妹。张钰哲两岁时父亲逝
世，虽生活艰难，但母亲仍坚持让其接受完整教育。
1907至1912年，免费就读于福州明伦小学。

1910年 5月，哈雷彗星在天空中出现，张钰哲亲
眼目睹了这个壮观的景象，从此便在心里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小学快毕业的那年，二哥把全家人都接
到北京。于是，张钰哲转学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他学习十分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1919
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进入清
华学堂高等科学习。

三渡重洋，只为振兴祖国

张钰哲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中曾
三次赴美国学习和考察，但他始终怀着科学救国的热
忱，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坚定地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开拓了我国的天文事业。

1923年，张钰哲首次赴美求学，先后在普渡大学
学习机械工程、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学。1925年，
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天文系，师从天文学家樊比博学习
天文学。1926年，张钰哲毕业后，到叶凯士天文台攻
读硕士学位。192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他继续留在叶
凯士天文台工作。

1928年 11月 22日晚，张钰哲在观测时意外新发
现了一颗小行星，这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
按照国际惯例，小行星可由发现者来命名。张钰哲身
处异国他乡却心系祖国，将这颗小行星取名为“中
华”。这次发现为我国当时落后的天文事业争得荣
誉，也开创了中国人发现小行星的先河。

1929年，张钰哲获得天文学博士学位。那一刻，
他遥望祖国、归心似箭。1929 年秋，张钰哲启程回
国。归国途中，他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四座天文
台，为日后建设紫金山天文台奠定了基础。随后，他
从加拿大温哥华回到上海。回国后，张钰哲受聘为中
央大学教授，讲授天文学、天体物理学和天体力学等
课程。1940年底，张钰哲受聘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
所长。1941年 6月 30日，他冒着被日机轰炸的危险，
带领队员从昆明出发，抵达甘肃临洮，拍摄到1941年

9月 21日发生的日全食过程。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一
次有组织的现代日食观测。

1946年，张钰哲第二次前往美国。这次，他又来
到叶凯士天文台，和樊比博教授继续合作。张钰哲利
用美国先进的观测仪器，进行分光双星的光谱观测。
1946年底，他应邀参加美国天文学年会，并宣读了题
为《一颗新的食变星的速度曲线》的论文，受到与会人
员的肯定。张钰哲还撰写了《大熊座W型交食双星
的光谱观测》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上。这次在美
国考察，张钰哲除了完成分光双星的光谱观测研究
外，还发现了一颗新变星。

张钰哲曾说：“中国古代有楚材晋用的故事，我虽
算不上楚材，但也不甘心为晋所用。”对祖国怀有高度
责任感的张钰哲，拒绝了美国良好的科研条件和优厚
待遇，于1948年5月回到祖国。1948年11月，中央研
究院一些机构撤往台湾，张钰哲与天文研究所部分人
员迁往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 9月，张钰哲返回南
京，参与紫金山天文台的重建工作。

1984年9月14日，张钰哲应哈佛大学史密松天文
台的邀请，第三次赴美国。其间，张钰哲访问了加州
大学，参观了基特峰天文台，看了口径 4米的大望远
镜、世界第一的太阳塔等。之后，他还访问了波士顿，
考察了哈佛大学天文台和国际小行星中心。在哈佛
大学，张钰哲作了《今日的中国天文台》的报告。同
时，他再次来到芝加哥，重游叶凯士天文台。这次访
问美国，张钰哲向世人展示了我国天文事业的巨大发
展，扩大了国际影响，提高了祖国的声誉。

亲临一线，将毕生精力献给天文事业

张钰哲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我国天文事业，

对我国天文台站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钰哲担任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
台台长，并连续三次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会理
事长。在此期间，张钰哲领导了全国天文学科的规
划和发展，布局建设了北京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云
南天文台、南京天文仪器厂等机构。紫金山天文台
也在他的主持下获得快速发展，先后开拓了太阳物
理、恒星物理、天文年历编算、射电天文等众多研究
方向，丰富了我国天文学的研究领域。他带领科研
人员致力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观测，开展小行星轨道
测定、照相定位观测等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在国内
都是开创性的。张钰哲和他领导的行星研究室共
拍摄小行星、彗星底片 8600多张，获得有价值的精
确位置数据 9300多个，发现了 1000多颗小行星，其
中有 100多颗小行星和 3颗紫金山彗星获得了国际
正式编号和命名。

张钰哲领导开创了我国小行星轨道计算、小行
星的光度周期测定、人造卫星轨道研究等方面的工
作。早在 1957年，张钰哲就开始研究人造卫星轨道
并发表了专题论文。20世纪60年代初，他还进行了
有关月球火箭轨道的研究。1965年，他带领科研人
员参加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方案论
证和测轨、定轨等工作，为我国人造卫星上天及航天
和国防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张钰哲对年轻人的成长极其关心，倾尽所能帮
助从事天文工作的年轻人。新中国成立以后，紫金
山天文台只有 8 名职工，张钰哲感受到人才的匮
乏。他日思夜想如何招揽人才、培养人才，以充实天
文研究的队伍。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时，
他支持南京大学设立天文系。他聘请戴文赛、赵却

民担任紫金山天文台学术委员会成员，邀请青年学
子到天文台做兼职研究工作。他还把流散在全国各

地的天文人才，尽可能招揽到天文台工作。就这样，

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队伍逐步得到了充实。张钰哲

认为从事科学研究首先必须热爱，才能做出成绩来。

所以，他在培养年轻人时，十分重视兴趣的培养，对于

研究方向的选择也尊重学生的意愿。他始终坚持人

尽其才的原则，注重发挥每个人的优点。他一生中所

教育、培养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遍布我国各天文

台站，成为天文研究的骨干力量。

坚持真理，做天文科普的引路人

张钰哲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他擅长书法诗

画，精通音律，会弹钢琴，还工于篆刻。1930年，张钰

哲被推荐为中国天文学会会刊《宇宙》的主编，并撰

写了发刊词。之后，他除了编辑杂志外，还成为其主

要撰稿人，相继发表 40多篇文章，主要包括天文学

家传记、观测日食报告、天文仪器介绍及中国天文学

史，为天文知识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张钰哲发表

的《天文学论丛》和《宇宙丛谈》两部文集，在天文界

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他还在《大公报》上发表了 3

篇著名的“星期论文”，积极反击伪科学，弘扬科学精

神。1949年，张钰哲创办《大众天文》。他还积极开

展天文科普图书的编译，出版了《科学概论》《小行星

漫谈》《地球之天体观》《哈雷彗星今昔》等一系列科

普作品。

1977年，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

的古代历史进行了分析研究，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

在 78岁高龄时，张钰哲还前往青藏高原为我国第一

座毫米波天文观测站勘察选址，并且赶往云南地区，

观测到1980年2月16日的日全食。

张钰哲是科学家做科普的生动实践者。在张钰

哲的倡导和支持下，紫金山天文台的科普工作做得有

声有色。他把科普工作列入天文台的工作计划，成立

专门的天文普及组，确定每周六、日为开放日。令人

感动的是，他常常亲自给参观者们做讲解。他关心青

少年天文爱好者的成长，经常答复他们的来信，还为

他们举办天文科普讲座。他派人到一些学校演讲，到

电台做广播，到一些场合放映科普影片、举办展览

等。同时，他积极倡导建立北京天文馆，推动天文馆

事业发展，以此发挥其在天文教学和科普方面的

作用。

1986年 7月 21日，张钰哲病逝。事了拂衣去，深

藏功与名。遵照他的遗愿，张钰哲的骨灰深埋在紫金

山天文台内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地面上没有任何标

记。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杨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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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14日下午，由福州市人社
局、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省社会保险
中心、省退休职工活动中心主办，福州第一
技师学院、福州市退干中心、市社保中心承
办的“赞歌唱响新时代 筑梦奋进新征程”福
州退休干部职工第二届歌手大赛决赛在福
州第一技师学院综合体艺馆举行（如图）。

此次大赛自 5月份启动以来，广大退休
干部职工踊跃报名，经过前期初赛选拔，共有
15组选手脱颖而出进入决赛。参赛选手们
精心准备、全情备赛，现场轮番上阵、尽显风

采，用心演绎《国风》《把一切献给党》《我爱你
中国》等经典歌曲，用歌声表达对党、对祖国、
对人民的热爱。

比赛在福州第一技师学院龙鼓队振奋
人心的龙鼓表演中拉开序幕，福州市社保
中心茉莉花艺术团用精彩的开场舞《天耀
中华》表达对祖国平安昌盛的美好祝愿，福
州市退干中心艺术团的情景歌表演《我们
的大学》，以新颖独特的情景歌表现形式生
动再现了福州市退干中心所属老年大学学
员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本次大赛在全

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
帷幕。

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省社保中
心、省退休职工活动中心领导，福州市人社局
领导，福州第一技师学院领导，福州市人社局
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中心
党支部党员代表、参赛选手亲友团及福州市
退干中心所属老年大学学员等近 2000人观
看比赛。福建电视台文体频道《金秋》栏目线
上直播间累计近1000人次在线观看。

（本报记者）

作为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的技
术中心主任，郑开淼以务实创新的精神和卓越的工
作成绩，多年来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地发光发热，积累
了丰富的研发工作经验，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今年 38岁的郑开淼，参与完成多个省、三明市
科技计划项目，“ZZ1318M60DB0型载货汽车及底盘
项目”是郑开淼的参与研发的项目之一。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郑开淼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积极探索，最
终以轻量化技术方面的领先优势，实现了载货汽车
及底盘项目的优化和升级，为公司带来了显著的经
济效益，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郑开淼注重学术与技术创新。他曾获得“2014
年度三明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并先后获得的“变
速器吊架”等 15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充分展示了
他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实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他还
获得三明市科学技术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中
国重汽科协优秀学术成果三等奖。

郑开淼的成长历程充满了挑战和奋斗。他从基
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现在的公司技术负责
人岗位。他参与产品平台基础车型的开发工作，并
带领团队完成豪曼产品国Ⅳ、国Ⅴ、国Ⅵ动力升级及
技术释放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考验了他的技术实
力，也锤炼了他的领导能力。

为更好地拓展公司产品种类，满足各类市场需
求，促进公司效益提升，郑开淼积极带领团队参与国
际市场产品研发工作。他们不断探索新的技术路线
和方法，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科技力量，得到
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

郑开淼还注重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他积极推
动员工培训和交流活动，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和业
务能力。他的团队凝聚力强，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共
同进步，为公司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郑开淼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创新引
领者。因工作努力，成效显著，他获得诸多荣誉：
2013年，荣获中国重汽“青年技术标兵”称号；2014
年、2016年，相继获得海西公司“劳动模范”和“优秀
共青团干部”称号；2017年，荣获三明市第七届“三明青年五四奖章”；2018
年，荣获海西公司“杰出青年”荣誉称号；2022年，荣获中国重汽优秀共产党
员称号。这些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公司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高度认可。

如今，郑开淼正继续发挥着他的创新引领作用，带领团队走向更加辉煌
的未来。 （通讯员林红）

张钰哲：第一位发现小行星的中国人

科技工作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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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退休干部职工唱响新时代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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