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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之光永闪耀，精神之炬恒久远
——纪念方俊院士诞辰 120 周年

孙和平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湖北  武汉，430071

回首在那个战争年代，物质匮乏、环境艰苦，
一群怀揣着梦想的测绘界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
为了国家的测绘事业，不为功名，不畏艰苦，以坚
定信念和不懈努力，日夜兼程，跨过了一座又一
座高山，趟过了一条又一条河流，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困难，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题，足迹遍布祖
国的山川大地，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才，
为中国今天测绘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石。在科学的天空中，他们的故事就如同璀璨
的星辰，照亮了后人的道路，照亮了知识的海洋，
他们的精神指引着一代又一代后来者前行的道
路，成为了我等后辈永恒的追求和学习的楷模。

方俊院士就是这样一颗永不陨落的星辰。
1904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98 年 5
月 5 日逝世于北京。方俊院士的学术生涯跨越了
近一个世纪，见证了中国测绘科技事业从无到
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位在测绘科技
界留下不朽足迹的科学家，他的一生是对科学无
尽探索的一生，是对知识无私奉献的一生，更是
对国家和人民深情厚爱的一生。他从一个没有
大学文凭的练习生到享誉中外的科学家之路，为
人们树立了崇高的学术标杆与人格榜样，是后辈
值得景仰与学习的楷模，他对测绘科技事业的无
尽追求和探索精神是值得发扬与传承的。今年
是方俊院士诞辰 120 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回顾和
缅怀的时刻，也是应该纪念、激励和传承的时刻。

1　方俊院士的生平与学术背景

方俊院士出生于广州一个教育世家，自幼受
家学熏陶，培养了他对学习的热爱和坚持，并对
数学和地理产生了浓厚兴趣。在那个年代，方俊
院士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但他以坚韧不拔的意
志和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克服了重重困难。他早
年求学于唐山交通大学，后因家境贫困而辍学，
转入天津顺直水利委员会工作，开始了他的测量
生涯。期间他被派往河北、山东及辽宁等地进行
实地测量，在繁重的测量工作之余，方俊院士并
没有放弃学习，依然坚持每天看书到凌晨一两点
钟。通过大量深入野外的实践工作，他不仅积累

了丰富的测量和制图经验，更是凭借坚定的信念
与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才，逐渐在测绘科学领域
崭露头角，为后期深入研究深奥的地球科学问题
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此后，因其出色表现，
特别是他在编纂《申报馆地图集》过程中表现出
的勤学聪颖、团队合作、无私奉献等优秀品质被
推荐赴德国进修，师从著名的重力测量学家曼塞
尔（Otto Meiβer， 1899—1966 年），接触到了国际
前沿的地球重力学领域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学术
视野与研究领域。回国后，他在重庆北碚的中央
地质调查所、中央大学、同济大学等单位工作，
1948 年同济大学的教授聘书说明，他不仅负责重
力测量、地籍测量，还有制图学等领域。在后续
的科研生涯中，他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填补
了多项领域空缺，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俊院士 1950 年在南京
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测地研究
室主任，1958 年领衔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测量
制图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前身，以下简称测地所），出任首任所长，任职期
间一直致力于推动测绘科技事业的高速发展。
70 年代初，研究所的发展被严重阻碍与破坏，一

图 1  1948 年同济大学方俊教授聘书

（担任重力测量、地籍测量、制图学等学科教授）

笔者按：2024 年 10 月 26 日是方俊院士诞辰 120 周年纪念日，笔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撰写此文，

旨在回顾方俊院士的主要科研学术贡献，力图能展现方俊院士历史上的卓越贡献与深远影响，以期能

为后辈提供宝贵的启示与借鉴，并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操、刻苦钻研和求真务实、不

断进取和开拓创新以及严于律己和乐于助人的宝贵精神，为推动中国测绘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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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消失并整建制划拨到行业部门，方俊院士展现
出了非凡的毅力和坚持，不仅一直带领团队坚持
科研工作，而且通过 8 年不懈的努力，成功地推动
了研究所的恢复重建，为研究所成为中国大地测
量学领域研究的先驱和权威机构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1980 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成为中国测绘科学与地球物理科学界的领军
人物。

2　方俊院士的主要科研成就

方俊院士是中国地图科学的先驱之一。20
世纪 30 年代初，他首次将地图投影理论运用于中
国地图的编制工作，设计了兰勃脱正形投影和亚
尔勃斯等面积投影系统，为中国地图编制的科学
化、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他与曾世英一起编纂的
《中华民国地形挂图》是中国第一幅较完整的地
形图，被誉为“中国地图编制史上的里程碑”，体
现出了中国地图学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对提
高地图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具有重要的贡献，并在
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英国权威《地理杂
志》曾赞扬这是中国做了件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
工作，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方俊院士还是中国大地重力学和地球形状学
的创始人。他主持了全国天文重力水准网和重力
基本网的测量规划，为中国重力测量的标准化、系
统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率先开展了中国空间引
力场的研究，由于卫星和其他近地空间飞行器的运
动都受到地球引力场的作用，而地球引力场的不规
则性使卫星的轨道产生了摄动。方俊院士的研究
为空间科学提供了重要的测绘保障。他的研究不
仅推动了地球形状与重力场的研究，也为人造卫星
轨道的地球引力摄动研究工作做出了基础性的重
要贡献。此外，他还撰写了《重力测量与地球形状
学》等专著，系统总结了地球重力学的研究成果，推
动了中国在该领域的深入发展。

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方俊院士发明的用
直角坐标解决计算天文重力水准的模板问题的
方法，通过地面观测的重力异常值（物理量）和大
地水准面起伏（几何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把重力
测量的手段运用到以研究大地水准面形状和确
定地面点坐标为主要内容的大地测量学中。这
一方法不仅在技术上打破了莫氏的椭圆 -双曲线
系统是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的说法，具有创
新性，而且对于提高测量精度和效率也有着重要
的意义，是中国在地球物理学领域的重要贡献之
一。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为“方俊方格模板法”，被
列入中国与俄罗斯相关科学的教科书，在国际上
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5 年，中国在测绘方面仅有一家机构——
原军事测绘局，测绘成果很难运用到国家经济建
设中。方俊认为应当向国家领导提出合理建议

成立国家测绘局，并完成一份 3 万字的报告阐述
测绘工作对国家的重要性，将报告托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竺可桢向中央提交，但几个月过去杳无音
信。方俊没有放弃，又写了几千字的报告提交。
时任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看了方俊的报告后，认为
其洞彻事理、意义深远，立刻批准建立。

1956 年，方俊院士参加“1956—1967 年科学
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编制，提出尽快建立中
国的天文 -大地测量网，大力发展航空测量、测绘
仪器的研究和制造，提出了在北京建立测绘科学
研究所，在武汉建立武汉测绘学院等建议。会议
讨论中有些科学家片面理解科学问题，认为只有
数学、物理、化学等属于科学范畴，大地测量应属
于应用技术问题。方俊不顾压力，据理力争，最
终议案得以通过并很快得到落实。在怀仁堂招
待会上，周恩来总理走到方俊面前说：“方俊同
志，现在议案还是通过了。你要记住，凡是对国
家建设有用的事情总是会得到尊重的”。

方俊院士在其晚年开始的固体潮研究领域
的工作同样具有开创性。1980 年代初，中国改革
开放以来，方俊院士注重与西方科研机构的国际
合作，与原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秘
书长、比利时皇家天文台 Paul Melchior 教授团队
一起推动了全球与环太平洋中国地区的国际固
体潮观测研究，在中国武汉、泉州、青岛、上海、拉
萨等地布设台站，开展固体地球潮汐研究，取得
了重要进展，完成了《中国的固体潮观测》的论
文，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固体潮是联
系天文学和地球动力学的重要纽带，他的专著
《固体潮》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这门学科的著
作，对大地测量学、地球物理学及天文学的交叉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钱学森在北京看到《固体
潮》一书时，感慨地立即买下，爱不释手。他写信
给方俊：“你八十岁了，还能写出这部专著，令我
佩服！”

后续的若干年，许厚泽院士一直从事这方面
研究，他还曾任国际固体地球潮汐委员会主席，
并带领学科团队开展了与德国、英国、日本的固
体潮科研合作，崔小明在利用全球高精度超导重
力资料研究地球核幔结构与内核动力学方面取

图 2  1981 年出自唐山交通大学的学部委员合影

（左一方俊，右二茅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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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要进展，并担任国际地球动力学与固体潮委
员会副主席，在固体潮研究领域，中国科学院精
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已经成为国际同
行公认的该领域知名学术研究机构。

3　方俊院士的科学家精神与人格魅力

方俊院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
位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教育家。他严谨求实，对
待科学研究一丝不苟，力求做到准确无误。他的
一生充分展现了爱国奉献、勤奋好学、严谨求实、
开拓创新，正是他这种勇于挑战传统观念与方法
的精神才不断地推动了测绘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他心系祖国，毕生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前途紧密联
系，始终将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方俊院士的入党申请书中，他写到：“我深
深地感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国科
学才有发展的前途。我能够生活在这一伟大的
时代感到光荣和骄傲。我愿将我的知识毫无保
留地贡献给党和人民，终身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我诚恳地请求党吸收我入党。我要向党宣誓，只
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我将永远不歇地为党的利
益奋斗，我要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以便能
有更多知识和能力为党和人民工作。”事实上他
也是这样做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方俊院士积极
投身国家建设测量工作，不顾极其艰苦的条件，
利用仅有的少量数据开展研究；他开展的地球重
力场对卫星轨道的摄动问题研究，积极为中国空
间科学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困难时期坚持指导和
从事利用重力资料推算高程异常和垂线偏差的
研究；直到晚年，方俊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固体
潮、地球自由振荡的研究，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奋
斗了终身。

方俊院士勤奋好学，始终信奉“勤能补拙”的
座右铭，坚持自学不辍，一生不断追求知识的更

新与拓展，从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练习生不断进
取成为享誉中外的科学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
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热爱与追求，持续
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除了卓越的科学家精神外，方俊院士还展现
了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他公私分明、严于律己、两袖清风的高尚品
德。他胸襟开阔、忠诚积极、光明磊落、平易近
人，深受同行和后辈的敬重与爱戴。

方俊言传身教，甘当人梯，为科学事业的发
展，积极培养人才，发现人才，推荐人才，使用人
才，创造能使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经常鼓
励年轻人要知难而进，不要怕自己笨，只怕不用
笨的办法来读书，长期勤奋苦读必有所获。他的
言传身教、无私奉献精神激励着后来的科研工作
者不断前行，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他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大地测量与地
球重力学领域的中坚骨干和国内外著名学者。

4　致敬方俊院士

在此，我们向方俊院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深
深的怀念。深切地缅怀方俊先生，不仅是因为他
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对中国测绘事业所做
出的不朽贡献，更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
成为了一代人的榜样和后辈学习的典范。他崇
高的精神风貌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体现了他对祖
国的深厚情感、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对真理不懈
的追求。他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更是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学者应有的风范。他
的一生是为国家的发展贡献的一生，生动地诠释
了对科学的无尽追求，成为那些为国家建设无私
奉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已经
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行
的道路。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方俊先生的精神将穿
越时空，成为一种永恒。我们将铭记他为中国测
绘科学与技术事业所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
会把他崇高的精神与品格传承下去，在测绘科学
事业的道路上踔厉奋发、砥砺前行。值此机会，
广大测绘科研工作者应该一起来继承与发扬方
俊院士的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让我们以实际行
动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为推动中国测绘科
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让科学之光照亮未
来，让精神之炬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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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方俊与比利时皇家天文台 Paul Melchior教授

在测地所办公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