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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规模最大的天
文馆———上海天文馆（上
海科技馆分馆），今天结
束了开馆前的最后一场
压力测试。近一周来，近
万名观众作为压力测的
“考官”，走进场馆“先睹
为快”。“傅科摆”、日地
月、星际穿越，时空弯曲、
天和核心舱……300 多
件展品，85%的原创展
项，如有“黑洞”般的魔
力，牢牢吸引观众们的双
眼，抓住公众的好奇心。
走出天文馆，观众不约而
同惊叹，上海天文馆带来
的沉浸式天文之旅真是
不一般！
不一般的背后，本身

就是不一般的“天文故
事”。故事的主角是数千
位参与上海天文馆的建
造者、设计师、策划人、天
文学家……

    在长达近五年 1700余天的建

设过程中，围绕建设国际顶级天
文馆的目标，建设者全力打造精

品工程、样板工程和满意工程，以
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铸就天文馆

的品质，力求使上海天文馆成为

讲述宇宙故事的最美课堂、观测

浩瀚星空的最佳平台、激发科学

兴趣的最酷基地、体验旅游文化
的最好去处。

    “不一般的建设背景，不一般的

工程选址，不一般的建设目标，不一
般的建设历程。”上海科技馆党委书

记王莲华深知上海天文馆来之不
易。他道出了天文馆惊艳亮相的背

后奥秘，就是“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
到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

上海天文馆的建立，来自于一

位科学家的初心。著名天文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 2010年建

言，21世纪深空探测将成为各国科
技竞赛场，我国也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探索。在上海兴建一座天文馆，
对广大市民进行天文科学知识普

及推广，补充青少年天文科学方面
的教育至关重要。对于科学家的爱

重，对于科学精神的尊重，对于科
学规律的尊崇，一直是上海这座城

市最硬核的软实力。
上海市政府经过反复论证和

积极推进，上海天文馆项目于 2014

年 1月立项，2016年 7月初步设计

方案及概算获得批复。2016年 11

月 8日在临港滴水湖畔的一片荒地

上，上海天文馆打下了第一根桩。
上海天文馆建设过程栉风沐

雨，克服了超大异型建筑面临的成
千上万个建设难题。从空中俯瞰，

上海天文馆建筑体以弧线始发，由

一系列螺旋带状物围绕着，圆洞
天窗、倒转穹顶和球体作为建筑

内的三个“天体”。“三体”相互之
间处于动态轨道之中，使得建筑

与太阳光影的变幻相呼应，交融
成一架展示时间的天文仪器。由

美国意埃德公司设计的上海天文

馆建筑方案，让庞大的建筑说出
精巧的天文语言，充满未来感和

科技感的造型简直有点“异想天

开”。然而，承担深化设计和施工

任务的华建集团和上海建工集团
却执着于变异想为现实。

为营造最佳宇宙沉浸感，上海
天文馆几乎所有混凝土和钢结构

都采用不规则形状，建设过程中攻
克多项空间结构技术难题。例如，

天文馆主入口处采用了国内罕见

的大悬挑，用长度 36米、最大宽度
61米建筑钢结构，营造出单纯、干

净的宇宙空间感。这就意味着，这
根毫无支撑的钢结构，要承担起上

方 2000多吨的建筑重量。从想都
不敢想，到一起熬红了双眼，设计

师、建筑师、施工方等多方聚力攻
坚，最终呈现出了“天人合一”的圆

洞天窗———每年夏至的中午 12

时，正午阳光会在地面投射出一个

完美无缺的圆形光斑。
入馆后，观众看到的第一个展

项是“傅科摆”。“傅科摆”的上方，
是上海天文馆独有的“无我之境”

———倒转穹顶。通过独特的异型建
筑设计，人们视野中的“地平线”被

重塑，参观者站在穹顶中心点，不
受任何周围建筑物的干扰，白日问

天，夜观星辰。然而，对于建设者来
说，这里是汇集雨水的“漏斗”。上

海偏偏又雨水多，如何堵住漏水
点，一直困扰着建设者和馆方。

“倒转穹顶安装上去后，每次
下雨总会有几个顽固的漏水点，怎

么也排除不了。”天文馆建设运营

团队拿出了攻坚克难的精神，与设
计、施工单位一起仔细排查，不厌

其烦地钻入设备层，排查每根管
道、每条缝隙，尝试不同的技术方

案、做了多次模拟实验，解决了所
有漏雨点。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四个“不一般”道出奥秘

设计方案改易十几稿
    是上海天文馆，不是上海天文

台，这一字之差公众几乎没有觉察，
而在设计者心中，却是灵魂般的专业

拷问。经过调研，天文馆展示设计团
队发现，天文在公众认知中明显两极

分化。于是，上海天文馆致力于激发
公众对天文科学的好奇心。

“天文科学不仅专业性高，不易
理解，而且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型天

文科学展示鲜有可以参照的成熟模
板。”上海科技馆副馆长、上海天文馆

工程建设总指挥忻歌坦言，天文馆的
传统模式是“藏品展示+天象放映”。

“毕竟浩瀚星海，尺度宏大，要讲述天

文故事和科学原理谈何容易，因此天
文类的展览展示在业内是个挑战。”

上海天文馆在立项之初就提出
了建设世界顶级天文馆的高目标、高

要求。可是什么是世界顶级天文馆，
答案在观众心中！从 2016年奠基到

2021年建成，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成
了忻歌和团队的工作日常。为了瞄准

“顶级”，展示团队调研了所有知名天
文馆的资料，分析值得借鉴和需要突

破的要点。同时，展示团队通过数千
份问卷、上百位专业人士和观众代表

的深入访谈，并与中小学教师和学生
面对面交流，充分研究了观众对于天

文馆的期待和痛点。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天文馆展示团队打破常规、勇于
创新，构建起全新的展示内容架构，并

在此基础上创意策划了数百件展品。
从文字到图纸、从内容到形式、从概念

到方案，不断的头脑风暴、推翻重来、
激烈碰撞、整合升华，忻歌带领天文馆

展示团队以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用

科研的标准打造科普展示。
“我们的展示整体规划设计方案

最终成型，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

从 30%、50%、80%到 100%的每一个
重要节点，都请各行各业的专家把

关，每次专家评审会都由院士领衔、
十几位资深行业专家对设计阶段成

果进行严格评审。”天文馆奠基之初
就加入设计团队的陈颖，从一位设计

新人历练成了副研究员。开始最怕听
专家发言，到后来盼着专家挑刺，她
习惯了随时“推倒重来”的工作节奏。

14个月的整体规划设计过程中，每个
布局、每条动线、每个展项概念、每块

图文版面几乎都改动过……每一个
细节都反复打磨、力求极致，设计方

案从 1.0到 4.4，改易了十几稿。最终，
面对着近 5000页的整体规划设计成

果 100%最终稿时，她自己也被吓了
一跳，“原来我们经历了这么多！”

城市软实力“硬核”表现
    2020年新冠疫情，严重考验着上

海天文馆的建设进度，天文馆展示工
程总共 80个采购项目分散在全国各

地。“我们团队主动调整工作步骤，全
天候云办公，并制定严格的工作制度和

规划，让计划赶上了变化。”上海天文馆

藏品征集业务主管杜芝茂无意间翻看
手机，才发现自己 5年来像个空中飞

人，打“飞的”超过了 12万公里。在新
冠疫情常态化情况下，天文馆建设团

队早策划、早安排、早落实，不推不拖、
不等不靠，以“线路图”“进度表”倒逼工

程项目进度，将任务逐个完成，保证了

疫情防控和工程建设的齐头并进———
2021年 3月展示工程基本建成，进入

调试阶段；7月 17日，上海天文馆将

正式开馆，18日起对公众开放。
上海天文馆的建成，是积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提升
上海城市软实力的“硬核”表现之一。

王莲华书记说：“今天，随着上海天文
馆即将开馆，由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

博物馆、上海天文馆构成的上海‘三馆
合一’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也露出了

全貌。站在百年新征程的起点上，真诚
希望这个科技博物馆集群能够成为播

撒科学种子、启迪未来梦想的地方，希
望通过科普教育，为科技强国的‘中国

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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