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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屋檐下的“三馆合一”到科技馆自博馆天文馆“三馆集群”

上海科技馆科普能力和品牌影响力不断升级

黄艺 制图

上海科技馆是上海市人民

政府在新世纪投资兴建的重大

公益性社会文化项目，是全国重

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精神文明

建设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首批研

学基地。由科技馆主馆及两大

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和在建的

上海天文馆组成。

上海科技馆建筑面积10.06

万平方米，2001 年 12 月 18 日开

放，以“自然、人、科技”为主题，

分为 11 个风格各异的主题展

区、4个高科技特种影院、3个古

今中外科学家及其足迹的艺术

长廊和若干个临时展厅，以现代

化的展示手段，融展示与互动、

参观与体验、学习与娱乐、传统

与现代、科学与艺术、高雅与通

俗于一体，使观众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欣赏自然的奇特，感受科

技的魅力，体验学习的乐趣。

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

馆分馆）建筑面积 4.53 万平方

米，2015年4月18日开始对外开

放，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鹦

鹉螺”的壳体结构，以“自然·人·

和谐”为主题，通过“演化的乐

章”“生命的画卷”“文明的史诗”

三大主线，呈现了起源之谜、生

命长河、演化之道、大地探珍、缤

纷生命、生态万象、生存智慧、人

地之缘、上海故事、未来之路等

10 个常设展区及临展厅、4D 影

院、探索中心等。

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

馆）建筑面积 3.82 万平方米，

2016年11月8日开工，包括一幢

主体建筑，以及天文台、太阳塔、

青少年观测基地和餐厅等附属

建筑。建筑设计体现了“天体”

及“轨道运动”的概念，圆洞天

窗、倒置穹顶、球幕光环等特色

设计本身成为天文仪器。以“连

接人和宇宙”为主题，规划有“家

园”“宇宙”和“征程”三个核心展

区，激发人们感受星空、探索宇

宙的好奇心。

上海科技馆于2001年建成，
回顾这17年历史，上海科技馆副
馆长顾庆生把科技馆的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2001 年建成、举办
APEC、对外开放为新馆运行初期；
2003年到2009年7月上海自博馆
开工建设为成长成熟期；2009年
至今为全面发展期。

“我 2001 年 4 月 8 日调入科
技馆工作，当天就参加了科技馆
竣工大会和APEC保障工作动员大
会。”忆往事，顾庆生打开了话匣
子：“上海科技馆是APEC（亚太经
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主会场，我们承担会议场馆场
所建设和会议条件的保障任务。”
当时，科技馆场馆虽基本竣工，但
会议场所还未装修建设，涉及主
会场、宣言大厅、高官会场、主宴
会厅、随从餐厅、高官餐厅、双边
会谈室、签名接待处、高官视听
室、新闻中心、宴会厨房等场所，
需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高质量
完成并全面运行。“而当时科技馆
还只是建设指挥部的建制，科技
馆及物业公司机构队伍都在组建
过程中，但从市领导到所有参建
人员都对完成任务充满信心。”

科技馆成立了APEC专项任务
领导小组，由曹臻任组长，下设条
件保障组、安全保卫组、礼宾服务
组、展区运行组。经过两个月的
奋战，所有会议场所的建安工程

基本完成，6月16日时任国家主
席江泽民视察科技馆和APEC场馆
建设情况，并为上海科技馆题写
了馆名。

之后，全馆就进入APEC保障
工作方案制定和人员组织演练
的紧张阶段。市警卫局、科技
馆、明华物业、锦江集团、建工集
团等多支队伍联合作战，负责科
技馆、重大工程和APEC会议筹办
的 3 位市领导亲临指挥，科委、
重大办、外办通力合作，各项工
作迅速落实。大家没有休息日，
没有上下班时间，早晨天不亮就
进馆，晚上顶着星光下班。10月
1日到16日，进入密集检查演练
阶段，10 月 7 日按照外交部的
部署进行了一次合成演练。从
凌晨 2 点至 5 点，演练任务顺利
完成。

当有关部门和领导一次次地
检查顺利通过时，所有的疲劳辛
苦和付出都值得了，大家为能够
参与国家重大活动而感到自豪。
10月19日，经过各保障小组按照
会前任务督查表逐项检查，确保
万无一失，经过最后严格检查，确
认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0月21日，全体保障人员清
晨5点从附近的宾馆驻地到达5
号门，安检入馆。执行任务保障
人员共308人，凭警卫局核发场地
证有序进入到各自工作岗位。“我

的任务是在2号楼3楼第八会议
室传达保障工作指令，通过监控
掌握全馆的运行情况。7点各保
障组报告一切保障到位。”顾庆生
说。

当天，风和日丽，蓝天白云，
绿树葱茏。刚刚落成的上海科技
馆装扮一新，以它高端大气的姿
态迎接参加APEC会议的领导人，
上海科技馆在面向全球直播的电
视节目中精彩亮相。

11：45 上午会议结束，领导
人从3号门出场，从贵宾通道进入
4号门，由观光梯上4楼宴会厅，
宴会精心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
下午2：30领导人休息完毕，进入
主会场，继续进行会议发言。下
午4：00，APEC会议落下帷幕，领导
人进入宣言大厅，向新闻界宣读
《领导人宣言》。

“会议保障十分圆满，有3个
惊喜之处：宣言大厅的长城门在
领导人步入主会场时徐徐打开；
宴会结束前16扇旋转门同时打开
通向观景平台；会议尾声主会场
会议桌里的电脑屏幕缓缓升起播
放下届主办方墨西哥宣传片。全
馆设备运行良好，温度适宜，环境
优雅，服务精细，组织周密，安全
工作万无一失。”顾庆生说，精彩
的展区也吸引了各成员国的领导
人，在他们心里留下了对上海科
技馆的美好印象。

2001年科技馆刚竣工便迎来APEC

2003年，科技馆新馆效应渐
渐褪去，客流开始下降，有人说这
是博物馆新馆效应的自衰定律。
不想偏又遭遇SARS，闭馆50天。
如何做到常开常新？如何保持较
高客流？如何实现科技馆的社会
和经济效益？闭馆期间，从馆领
导到员工大家心里都在思考这些
问题。

“值班时我和馆办副主任
李军、公众教育处处长白占魁
等 人 也 一 起 热 烈 地 进 行 讨
论。”顾庆生说，“不久前上海
博物馆的国宝展使得人民广场
大排长龙，给了我们启发，如果
能紧扣社会热点举办 SARS 临
展，既是科技馆的社会责任，也
是扩大科技馆影响推行市场营
销战略的需要。”

说干就干，大家开始策划起
来，形成初步方案后向馆领导做
了汇报，得到领导特别是上海科

技馆理事长左焕琛的肯定和支
持，她亲自在政协召开了有卫生
系统和闻玉梅院士等专家参加的
临展研讨会，得到了有力的学科
和资源支撑。馆内各部门通力合
作，办展进入了快车道。各路人
马都上阵，编写展示大纲，咨询科
学内容，策划展示形式，收集展品
实物，SARS的放假期变成了科技
馆第一个临展的大忙季。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当SARS
结束，场馆开放时，我们将一个
《科学与健康同行——SARS展》大
型展览奉献给渴求这方面科学知
识的公众，临展取得了成功，也积
累了宝贵的举办临展的经验。”顾
庆生回忆道，“之后，我们还及时
回应社会热点，举办了禽流感以
及上海科技发展规划展等，从中
也体会到经营好科技馆临展很重
要。”

紧接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

成果展》《消失的恐龙王国——
自贡恐龙展》《远古的呼唤——
和政古生物化石展》、神舟六号、
七号展……一展接一展，一浪高
一浪，在申城掀起恐龙热、航天
热。

基于重视临展的理念，当中
国首次载人航天展到上海东方明
珠展出时，馆方向有关部门积极
争取将展览安排到科技馆展览。
由于科技馆的敬业精神和高水平
的展览方案，主办方同意增加航
天展到科技馆展览，但只有两天
展期。结果，中国首次载人航天
展取得空前的成功！连续开放56
小时，接待观众19万人次。“正是
通过连续成功举办这样有社会轰
动效应的展览，科技馆的品牌影
响力大大提升，在此基础上我们
积极申报并连续多年获得上海品
牌荣誉称号，为申报国家 4A、5A
景点打下了基础。”

从SARS科普展开始启动大型临展常开常新

上海科技馆有一个重要
的建馆理念，就是成为建不
完的科技馆。继科技馆一期
开放后，先后完成二期工程、
院士长廊、蜘蛛展。2006 年
有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科技
馆得到了贝林先生一批世界
动物标本的捐赠，他希望在
场馆理想位置展示，而比较
合适的位置就是当时的 APEC
宣言大厅。

理事会为此进行了认真
的研究，认为争取世界动物标
本的捐赠，对上海科技馆发展

意义重大。经过反复斟酌，
感到虽然宣言大厅有政治意
义，但科技馆毕竟以科普教
育为主业，展示空间要优先满
足科普展教需要，时任宣传部
副部长宋超对此给予了极大
支持。理事会还进一步探讨
贝林捐 赠 标 本 作 为 长 期 展
示，以及社会各界强烈反映
的位于延安东路 260 号的自
博馆老馆的落后问题，最后
作出决定向市政府建议迁建
自然博物馆。

“随后我作为筹建办公室

成员，全面参与了项目建议
书、立项报告的编制，国内场
馆的考察，国际方案征集，专
家论证，项目选址，沪松特委
文物保护平移等工作。市政
府高度重视，当时严隽琪副市
长及分管副秘书长姜平亲自
协调统筹，连续召开自博馆筹
建协调会，有关部门和静安区
全力配合，一系列难题逐一解
决，筹建工作有序快速推进。”

2009 年 6 月，迎来了开工
准备的重要时刻。领导对开
工仪式提出了“高端、大气、精

彩、简约”的要求。“在10多天
的时间内，我们打开思路，请
教委有重大活动策划经验的
专业人士，展开头脑风暴，经
过反复讨论，提出了‘城市记
忆墙’的方案，并在奠基坑内
放置了寄语瓶——‘寄给未来
的一封信’。”自然与历史，科
学与文化在这个城市的新地
标交汇。将自博馆有代表性
的馆藏标本鹦鹉螺、震旦鸦
鹊、马门溪龙等文化元素由出
席仪式的领导、科学家和市民
代表分别镶嵌在城市记忆墙

上，启动大屏幕新自博馆宏伟
的远景图。

经过自博馆建设指挥部以
及全馆各部门的努力奋战，场
地平整、开幕式准备、接待工
作、环境综合治理、安全保卫
工作按时全面落实。6 月 26
日，时任上海市长韩正等领导
出席开工典礼并为自博馆奠
基培土。

2015年4月19日，新的上
海自博馆对公众开放，从此翻
开新的一页，上海科技馆进入
了两馆运行的新的发展阶段。

自博馆迁建源于世界动物标本的捐赠

2014 年，上海科技馆的
“版图”再度扩容——上海天文
馆在美丽的浦东临港开建。

按照领导班子的分工，顾
庆生又分管了天文馆的筹建工
作。科技馆人敢扛大项目，敢
于打大仗打硬仗的精神再次体
现。天文馆指挥部只用了一年
时间，便完成了从初步设计到
可研批复的工作，建筑形态独
特新颖优美，设计理念先进，建
筑艺术和天文馆展示内容浑然
一体。

由于吸取了科技馆、自博
馆的建设经验，建设需求、设计
深度、经费预算、项目管理等前
期工作基础扎实。在市重大
办、临港管委会的大力支持下，

2016年11月8日上海天文馆
在滴水湖畔的未来之城打下了
第一根桩。

在开工仪式前夜，天气突
变，狂风暴雨，临港风力达到九
级。事先准备好的开工现场全
部毁坏，连搭建的舞台都被吹
翻。建安部的同志和建工总包
单位人员在馆领导的指导下，
连夜调整方案，选定开幕式地
点，重新进行背景版喷绘和宣
传内容制作，检查加固施工设
备。

上午 9 点仪式开始，雨势
减小，冒雨赶来的科技两委、临
港管委会、上海天文台、上海航
天局、上海建工集团及兄弟单
位的领导，科学家代表、市民代

表、科技馆员工代表以及工程
参建人员近 200 人，在临房山
墙旁的场地上举行了隆重而简
朴的开工仪式。

天文馆建设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从 2013 年启动立项开
始，到2020年基本建成，策划、
设计，到制作、施工，足足七八
年的时光。日月交替、斗转星
移，如今，已过去了4年。天文
馆建设团队是一支非常年轻的
队伍，年轻人有活力、有热情，
更有无限的浪漫，他们说：“我
们看着那建筑拔地而起，雄伟
的钢结构横跨天际，望远镜的
圆顶闪烁着光芒；我们看到展
示方案从概念变成了方案、从
抽象变成了具象、从文字变成

了图纸。接下来的日子，在所
有人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
的项目会从设计走向实施，每
天都会刷新进度，刷出成就
感。”

而在顾庆生眼中，天文馆
更是一场硬仗。“从开工那天开
始，我和天文馆建安团队以工
地为家，陪伴这座神奇的建筑
一天天长高长大。我们一次次
遇到异形复杂结构带来的困
扰，施工过程中前所未见的技
术难度，以及设计、交叉施工、
投资控制、工程进度的巨大压
力，在馆领导班子坚强领导下，
在上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
下，经过奋战，克服了影院球
体、大悬挑、倒穹顶的一个个施

工难关，完成了结构封顶，通过
市优质结构验收，为装饰、安装
工程和展示工程奠定了基础。
现在，天文馆的美丽身姿已经
展现在滴水湖畔，在不远的将
来会与大家见面！”

顾庆生表示，17 年来，上
海科技馆始终坚持以丰富多彩
的常设展，紧跟热点的临时展，
贴近观众的教育活动和震撼心
灵的科学大片吸引各方宾客，自
开馆以来，已吸引了海内外近
6000万观众，努力成为科普教
育的核心承载区、科创中心建设
的重要助推器、卓越全球城市的
文化新地标，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世界
一流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

天文馆建设交给了一支年轻的团队

▶▶关于上海科技馆

从上海科技馆到分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再到未来的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已经进入三馆集群发展的新阶段，科普能力和品
牌影响力不断在升级。这里凝聚了众多科普人的热血和青春，上海科技馆副馆长顾庆生在科技馆的“工龄”跟科技馆的年龄一样，
从一名参建的工作人员、部门负责人到分管建设的领导，他见证了上海科技馆从一个屋檐下的“三馆合一”，到自博馆精彩亮相、天
文馆开工建设、科技馆更新改造。 青年报记者 郭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