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 1914 年法国
动物学博士、昆虫学家、博物学家、天主教耶
稣会神甫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1876-
1952）在天津创建的北疆博物院，又名黄河白
河博物馆（Musée Hoangho Paiho）。这座目
前国内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
柜、原文献资料完好保存至今的百年博物馆，
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座“活化
石”，也是中法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交流互鉴
的见证。这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一流的
博物馆，留下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载入史册
的重要成就，在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博物馆
学发展史上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
国和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北
疆博物院自创建伊始，就融入了难解难分的
中法情缘。

在中国开启科学考察事业

1914年3月，桑志华来到中国天津，用25
年的时光，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走过5万多公
里艰苦而漫长的科学考察之路，足迹遍布中
国华北、西北和东北广大区域，覆盖了黄河、
白河（海河）、滦河、辽河等流域。他风餐露宿，
穿沟壑、越山峦、跨平原、涉河流，在漫长而艰
苦的旅程中，游历了天津、北京、河北、山西、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
江、吉林、辽宁等十几个省市，收集了大量地
质、古生物、动物、植物、人文等具有重要科研
价值的各类藏品20余万件以上。很多藏品因
其独特的科研价值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
在来华前，桑志华就制定了系统而详尽的考
察目标与计划，科学考察、采集藏品、建立博
物馆以及科学研究工作都包括在内，通过25
年的践行，这些目标和计划全部一步步变成
现实。在华前八年，科学考察采集的标本全部
放置在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在天津建
立的财务管理处——崇德堂，同时开展科学
研究和对外展示，博物馆的雏形基本具备。

创建北疆博物院

随着科考的深入推进，各类标本的日益
增多，崇德堂已无法满足大量标本存放的需
要，桑志华向献县教区提出建设专有博物馆
的需求。在教会支持下，于马场道天津工商大
学毗邻处，划拨一块博物馆专有建设用地。
1922年，北疆博物院的第一幢建筑北楼拔地
而起；1925 年至1928 年，在北楼西侧建设陈
列室，并对公众开放，取名为北疆博物院，法
文 名 为 Musée Hoangho Paiho；1929 年 至
1930年，建设南楼。南北楼之间有连廊相通，
形成“工字型”建筑格局。历经八年建设，完全
按照博物馆功能和需求建设的北疆博物院建
筑群落成，且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设施先进，
设有陈列室、藏品库房、实验室、制剂室、图书
室、办公室、锅炉房、储物室等，北疆博物院因

此成为中国近代博物馆中兼具采集、收藏、展
示、研究、教育等几大博物馆功能于一体的典
型样本，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
一，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也纷纷
慕名而来，北疆博物院迎来了她的辉煌时代。

开创性成就

作为一座研究型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开
创了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研究的先河，先后发
现了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北阳原泥
河湾、山西榆社四大古哺乳动物群。中国科学
院邱占祥院士表示：“中国今天还有如此丰富
的可供对比和进一步研究的新生代晚期的哺
乳动物化石，这主要归功于桑志华。”北疆博
物院还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
类学研究的序幕，发掘出土了中国第一件旧
石器——甘肃庆阳华池县出土的石核；在中
国境内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河套人牙；
发现和发掘了宁夏水洞沟遗址，使之成为中
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
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桑志华对中国的史前考
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系列发现打破了
之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错
误论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中国考古百年，须从桑
志华写起”。

与其他外国探险家不同的是，对于采集
的标本，除少量交流到一些收藏机构外，桑志
华坚持把它们全部留在中国，此外，北疆博物
院至今还收藏有部分国外交流来的标本。为
了表彰桑志华在科学上的贡献，民国初年，中
法两国政府分别授予其四等嘉禾章和法国铁
十字骑士勋章。桑志华还两次被国立北平研
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聘请为特约研究
员，得到中国科学界的认可。

北疆博物院作为一座世界级科学研究中
心，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日进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加拿大解剖与
古人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及多位在
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古人类等研究领域知
名的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曾来这里进行学术
交流、研究和工作，依据北疆博物院藏品出版
的大量研究著作和科研成果，产生了轰动世界
的影响力。

1938年5月，桑志华返回法国。因天津大
水影响，桑志华的继任者法国海洋动物学家
罗学宾（P. Leroy）与德日进在北京建立了北
京地质生物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
gie, Pékin），并于1940年把北疆博物院的一
万余件重要标本转移至北京。随着桑志华的
离开，加之战火影响，北疆博物院开始走向
沉寂和留守，后由天津工商学院（1933年天
津工商大学更名）代管。1949 年天津解放，
1951年北疆博物院由天津市委市政府接管，
1952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基础上筹备天津人民
科学馆。

进入新时代，我国博物馆事业取得了飞跃发展，博物馆数量
和热度持续攀升，参观博物馆已成为公众的必要文化需求，博物
馆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的鲜明主题。天津自然博物馆也迎来了百
年事业的崭新腾飞，随着天津文化中心馆区的开放、北疆博物院
的保护利用，以人为本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提升，科技在博物馆
的应用，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新的探索和实践中回答着博物馆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之问。天津自然博物馆致力于打造研究型、创新型、
开放型、智慧型、服务型的博物馆，全方位发挥在公共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文旅融合发展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领域
的关键作用。

全国首个以“家园”为主题的基本陈列

2014年天津文化中心馆区对外开放，基本陈列以“家园”为主
题，分为“家园·探索”“家园·生命”和“家园·生态”三个展区，讲述
地球“家园”的故事，揭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亿万年来的演
化和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家园·探索”展区为共享空间，
激发观众对自然的探索。“家园·生命”展区展示地球家园38亿年来
生命世界由无机到有机、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
到高等的发生、发展，乃至现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演化历程。“家
园·生态”展区突出生态系统，以大景观、大手笔展示生态系统的多
样性。该展览荣获第十二届（2014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奖以及“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荣誉。

百年“活化石”北疆博物院焕发新生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活化石”，由主体
建筑（北楼、陈列室、南楼）和附属建筑（桑志华旧居、工商学院21
号楼）组成。在国家文物局、天津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2014年，在
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暨桑志华来华科学考察一百周年之际，天津自
然博物馆全面开启了北疆博物院的保护利用工作。在修缮工程
中，天津自然博物馆坚持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
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北疆博物院焕发新生。2019年，北疆博物院成功申报为第
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北疆博物院北楼及陈列室恢复开放，北楼、陈列室以
复原为主，忠实再现了北疆博物院当年的陈列室、藏品库房等原
貌。以藏品展示为主线，侧重展示北疆博物院藏品门类之齐全、数
量之丰富，保管之独特，让观众通过沉浸式体验感受这座百年博
物馆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回眸百
年 致敬科学——北疆博物院复原陈列”展览荣膺第十四届（2016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2018年，北疆博物院南楼完成了建筑修缮、功能复原和陈列设
计，南楼侧重科学考察历程展示，通过“北疆博物院科学考察历程
展”回答了这座科学殿堂的由来和背后的艰辛，弘扬求真求实的科
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同时，结合南楼当年的功能，全面复
原了图书室、实验室以及古生物库房等功能区。“唤醒历史记忆 塑
造科学精神——北疆博物院旧址（南楼）复原陈列”展览荣获第十六
届（2018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优胜奖。

2021年桑志华旧居向公众开放。旧居以桑志华、德日进与北
疆博物院的关系为主线，一方面展示了创建人桑志华是如何筹
划、建设、管理、宣传、展示北疆博物院的；另一方面展示了作为在
北疆工作过的诸多科学家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德日进是如何为北
疆工作的。“珠联璧合 相得益彰——桑志华、德日进与北疆博物
院”展览在2023年荣获天津市优秀原创陈列展览优胜奖。

工商学院21号楼（神甫楼）正在修缮中，未来将仿照科学家工
作形式打造研究室式的展陈模式，再现科学家的工作场景。

深挖馆藏资料，先后推出了“天物藏珍 博雅相传——北疆博
物院的建立与发展”“‘石’破天惊——纪念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
现100周年”“科学与艺术——北疆博物院藏植物科学画展”及“北
疆博物院科学考察历程展”，在馆内首展后，赴北京、河北、深圳、
黑龙江、辽宁、重庆、江苏等多个省市进行巡展，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2024年在北疆图书数字化基础上，推出了“百年珍蕴——
北疆博物院藏精品文献展”。

天津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共建联合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推动
北疆博物院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此外，博物馆还牵头组织
成立“北疆博物院藏品发掘地联盟”和“中国百年自然科学博物馆
（收藏地）联盟”，不断加强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

通过深入挖掘整理研究，先后出版《〈黄河流域十年实地调查
记（1914—1923）〉手绘线路图研究》（第一册、第二册）、《〈黄河流域
十一年实地调查记（1923—1933）〉手绘线路图研究》《北疆博物院
手绘植物图录》《北疆掠影》《走进北疆博物院》《北疆博物院自然
标本精品集萃》《北疆博物院人文藏品集萃》《百年辉煌》等多本专
著。举办北疆博物院藏品发掘地联盟会议暨德日进来华科学考察
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与相关单位签署了《北疆博物院藏品发掘
地联盟合作框架协议》，加强文物研究合作交流，传承和弘扬求真
探索的科学精神。

北疆博物院恢复开放后，得到了各级领导、专业人士和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19年，北疆博
物院接待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组织的境外记者
采访团120余人。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对北疆博物
院进行了长达6分钟的新闻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科技日报等
中央媒体刊发多篇文章。2022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新华社
对北疆博物院进行专题报道，新华社海外版进行转载，国际影响
力不断扩大。2024 年，新华社参考消息特稿专版刊发《一座博物
馆，见证中法百年文化交流史——探访中国博物馆“活化石”》，凤
凰卫视两次拍摄专题宣传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将拍
摄《探秘北疆博物院》专题纪录片。这座百年博物馆在保护和创新
中绽放光彩。

全国首家开展藏品预防性保护的自然博物馆

近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天津自然博物馆成功实
施了三期“天津自然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项目成果显
著，实现了对天津自然博物馆及北疆博物院两馆区展厅与库房内全
部标本藏品的全面预防性保护，确保了文物库房宏观环境与展柜微
观环境的精准双控，极大提升了馆藏文物标本的预防性保护水平。

此外，还针对性地启动了“北疆博物院珍贵藏品数字化保护”
项目以及“北疆博物院珍贵藏品预防性保护”重点项目，对北疆博
物院珍藏的书籍、照片资料进行了专业的修复与数字化保存，为
北疆历史资料的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科技赋能推动博物馆新发展

科技正在成为推动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力量。率先开展藏品数
字化建设，参与科技部“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建设，完成“天
津数字植物标本馆”；推出了多款数字藏品；推出了“云展览”“云
教育”和“云直播”等服务。首次建立人工智能跨语种联合研究平
台，实现北疆博物院文献资料多语种原文检索功能。此外，还致力
于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是国内率先推广AR、VR虚拟现实参
观设备的自然类博物馆，真正实现文物的“活化”。

2024年9月，天津自然博物馆更是重磅推出国内首家自然类
博物馆常设数字化展厅，该展览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科学顾
问，展示最新发现与科研成果，是中国首个巨型恐龙演化沉浸式
数字展，也是中国首个自然类博物馆的沉浸式数字空间，用新质
生产力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以人为本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天津自然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量达到300万人次，为提供更加优
质的、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调整完善场馆空间设施和布局，实
现空间利用最大化、最优化。2021年，对博物馆公共服务区域进行了全
面改造提升，为观众营造了更为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和服务。

近年来，深挖馆藏资源，年均推出6-8个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原
创展览，深受观众喜爱。其中 2022 年推出的“本草健康”展入选
2023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展览推介项目，2023年原创展览“进击的牙齿”入选年度文博行
业百大热门展览。围绕天津自然资源，推出“生态天津”“海河原生
鱼”展览；围绕国家战略，推出“丝绸之路 自然大观”；围绕建馆
110周年，2024年特别推出“接续华章铸辉煌——天津自然博物馆
（北疆博物院）110周年特展”。其中，“科学与艺术——北疆博物院
藏植物科学画展”“北疆博物院科学考察历程”“会飞的花——世
界珍稀蝴蝶展”“贝壳物语”等展览赴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河
北、浙江、安徽、黑龙江、广西、甘肃等多地巡展。

为丰富馆内展览主题，满足天津观众的文化需求，引进国家
自然博物馆“恐龙木乃伊——浓缩的生命”展、重庆自然博物馆

“熊猫时代——大熊猫的前世今生”展、广西自然博物馆“自然广
西”展、黑龙江省博物馆“从远古走来的渔猎文明——兽皮鱼皮桦
树皮历史文化展”、长春市博物馆“丝路画意——戈沙丝绸之路版
画作品展”等展览，展示不同地域文化资源。

科普教育活动品质高、内容丰、阵容强、影响广，年均举办特
色科普活动千余场。形成了科普讲堂、小小讲解员、小小研究员、
小小策展人、博物馆奇妙夜、冬夏令营、主题研学、北疆博物少年说、

“V”博士课堂、桑先生的推理社等品牌活动。与天津市老字号企业、
科普基地、科技企业、各类博物馆等开展跨界合作、联手共赢。围绕
全域科普，落实双减政策，为学校提供“第二课堂”，与百余所学校开
展共建，开发数十个校本系列科普课程，推出天津自然博物馆数字
科普课程。科普课程入选天津市第一批中小学博物馆示范课名单和
博物馆青少年精神素养培养优秀案例示范项目。做好科普进社区、
进农村、进军营、进校园、进企业等工作。2020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入
选中国科协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名单。被生态
环境部、科技部授予“全国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称号。此外，还荣获由
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荣
誉称号。2022年，荣获全国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工作先进集体。科普项
目“博物少年说”被评为2022年天津市博物馆青少年精神素养培养
优秀案例“示范项目”。

志愿者力量雄厚，服务不断升级。志愿者力量是天津自然博
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支撑。目前志愿者队伍已达775人次，年
均服务时长超一千小时。打造银杏志愿小分队、大学生志愿者团
队等特色志愿分队，通过公益讲解、公益活动等多种形式，架起了
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文化桥梁，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的高质量
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创产品开发领域势头强劲，专业人员自主设计研发三百余
项文创产品。其中，植物唱片机车载香薰和蝶舞翩跹香氛走马灯
两款产品荣获全国百佳文化创意产品，3D木拼动物模型也因其创
意和实用性入选了“天津礼物”旅游商品，极大地提升了文化传播
力和影响力。

开启国际人文交流新纪元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与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创建110
周年之际，2024年6月，天津自然博物馆代表团出访法国开展人文
交流，分别访问了北疆博物院的创建者桑志华的家乡——法国罗
别镇，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德日进基金会，赴法国外交部档案
馆巴黎中心、南特外交档案中心、德日进之友协会等地，搜集北疆博
物院相关资料，填补馆藏空白，进一步推动中法两国自然科学类博
物馆交流合作，首次以官方身份拜访桑志华家乡，还专程拜谒了位
于巴黎市的桑志华墓地。此次赴法交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分别派出专业团队对这
次出访活动进行全程拍摄，并将分别制作专题纪录片。

接管北疆博物院后，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始了中
国人独立自主的办馆之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
磨砺，天津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持独立自主、发愤图强
的精神，紧紧围绕自身的发展定位和中心工作，从最
初的摸索与探索，到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披荆斩
棘，厚积薄发，敢为人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博
物馆发展之路。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初创阶
段，到拓展藏品采集地域、多种途径开展科研工作、
举办丰富的展览展示和科普教育活动，灵活多样培
养博物馆各类人才，广泛开展业界交流与合作，不断
厚植文化沃土。经过一代代自博人的薪火相传，天津
自然博物馆逐渐成长为中国博物馆界一座代表性自
然科普场馆，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
的历史地位。

三易馆址、四度更名

建馆 110 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经历了三易馆
址、四度更名。从20世纪初马场道117号原天津工商
大学校园内的北疆博物院旧址，到马场道206号原
英国跑马场旧址上扩建的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的

“海贝含珠”馆区，再到2014年河西区友谊路31号占
地面积5万平方米的天津文化中心“天鹅展翅”新馆
区；从北疆博物院，到1952年的天津市人民科学馆，
1957年的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再到1974年的天津自
然博物馆。三处馆址的变迁，四度馆名的变更，都从
一个侧面见证和记录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壮大
以及博物馆性质、功能、定位的调整、完善。

藏品立馆，多渠道扩大采征集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自然博物馆人踏遍中华
大地，从南海之滨到北国之巅，从东部鱼米之乡到西
部大漠孤城，1977年赴西沙群岛、1982年赴武夷山、
1984 年赴长白山、1986 年赴青海湖、1991 年赴西藏
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2008年赴中新生态城、2019
年围绕雄安新区建设赴雄安新区等地开展科学考
察，采集了大量标本。天津自然博物馆还积极与中国
科学院、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合作，开展联合
考察，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山西榆社、河北泥河湾等
地联合采集标本。根据展览展示需要与科研发展规
划，制定短期与长期征集计划，针对性开展藏品征
集，填补馆藏空白领域。此外，还积极拓展征集渠道，
和天津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
会（美国）、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天津北大港湿
地自然保护区、上海海关等单位长期保持合作，接收
动物标本捐赠。

据史料记载，1956年在我国国有博物馆系统内，
共藏自然标本40万件，天津自然博物馆藏标本达20
余万件，占据半壁江山。经过一代代天津自然博物馆
人的接续努力，截至2024年，藏品总量已经从北疆博
物院时期的20余万件增加到现在的40余万件，其中
模式标本1452件，一、二、三级珍品 1370件。藏品种
类丰富，包含动物标本、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标本、
岩矿标本、旧石器标本、图书资料和民俗标本等。藏品
中以古生物标本最为突出，既包括具有重要科学价值
的珍稀模式标本，如王氏水牛、河套大角鹿、师氏剑齿
象等，还包括河套人牙最早的化石模型、北京猿人头
盖骨模型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动物标本
中有世界闻名、中国特有的文昌鱼、中华鲟、扬子鳄、
金丝猴等，世界上最稀少的鸟类朱鹮，中国的国宝大
熊猫等。标本类型丰富，既有生态标本，又有假剥制标
本，还有浸制标本、骨骼标本等。植物标本类型齐全，
包含地衣、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涵盖了寒温带针
阔叶混交林、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热带雨林等生态类型，除了中国各地的标本外，还有
来自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植物标本。

科研立馆，深化研究型博物馆建设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的核心工作，百十年来，天津
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承北疆博物院研究型博物馆的历
史传统，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完成百余
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百余部学术专
著，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研究论文。在
古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领域，博物馆的研究
团队不仅发现多个新物种，还编纂了《天津植物志》

《天津水生维管束植物》《天津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哺乳动物骨骼》《天津通志·
鸟类志》《天津野鸟》《天津湿地植物图集》等经典著
作。同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还参与了《中国动物
志》《中国脊椎动物大全》《八仙山森林昆虫》《河北
动物志·鱼类》《河北植物志》等重要专著的编写工
作。发表《天津鸟类生态及分布》《馆藏脊椎动物化
石的特点》《中国鱼类化石的地史分布》《天津淡水
鱼类区划及对资源保护利用的初步意见》《中国天
津古海岸与湿地植物区系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与
保护的研究》《中国小公鱼属一新种》等多篇重要论
文，对地区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人
民科学馆时期首任馆长肖采瑜主编的《中国蝽类昆
虫鉴定手册》更是半翅目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
今仍被广泛引用。李国良和刘家宜两位研究员在各
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填补了多项学术
空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天津自然博物馆
还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
研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
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
科学院院士邱占祥与博物馆的黄为龙、郭志慧两位
研究员合作研究的甘肃庆阳鬣狗科化石，建立了新
的属种，发表了《甘肃庆阳上新世鬣狗科化石的研
究》，为古生物学研究增添了宝贵资料。1980 年起，
邱占祥、黄为龙、郭志慧对山西榆社地区的三趾马
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联合出版我国第一部系统研

究三趾马化石的专著《中国的三趾马化石》，填补了
该领域的研究空白，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
奖。2021 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山西榆社建立邱占祥院士
工作站并开展联合研究。此外，还组织并参与“天津
海岸线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课题、《生态环境部生
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滨海湿地鸟类生物多样性调
查与评估》《新疆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
河流域鱼类多样性演变和流域健康评价》《原北疆
博物院海河流域植物调查地回访与标本采集》等许
多重要项目，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科学支持。

人才强馆，打造高水平专业队伍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天
津自然博物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人才成长经
历了由弱到强，由业余到逐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
过程。在人民科学馆时期，制定了“一面工作，一面学
习”的工作方针，从研究所、学校、干校抽调人员、组
建队伍，除实践锻炼和馆内培养外，送专业人员到南
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
构学习，同时邀请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
郑作新等多位科学家指导专业知识，多措并举，为我
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薪火相
传，随着事业的发展，更多的博物馆学、地质学、古生
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人员加
入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大家庭，专业队伍工作能力
和科研实力日益雄厚。

作为自然场馆，天津自然博物馆早在五十年代
初期就在全国率先组建标本制作队伍，1981年，中国
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技术委员会自成立伊始便挂靠
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先后举办了十余次标本制作培
训班，成为我国标本制作人员的发祥地之一。

经过百十年的不懈奋斗，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干
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就。建立专业人才的培训教育体系，先后成立学术委
员会和青年学术沙龙，破格引进高层次人才，强化人
才支撑，为青年才俊搭建成长平台，形成了一支梯队
合理、专业齐全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个
专业领域，勤奋耕耘，有的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
有的登上中央电视台“舞台”，有的参与制定博物馆
相关国家标准，承前启后，成为推动博物馆各项事业
发展的核心动力。

服务兴馆，展览教育并重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经历了摸索、开创、
发展等阶段。基本陈列内容从普及生物学知识，满足
生产生活的社会需要，到展示生物多样性，传播自然
生态理念，再到围绕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陈列形式从单一展柜式，到率先增加电动模
型、仿生环境等设备，再到综合运用现代技术，展示
效果显著提升。1998年荣获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首
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在我国自然科
学博物馆的展览展示中发挥着典范作用。早在1953
年，就率先推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临时展览“动物
标本展览会”。凭借馆藏优势，不断丰富临时展览，
到 2000 年，共推出了包括“中国恐龙暨古动物展”

“珍奇贝类”“世界蝴蝶”“爱鸟护鸟”“人体奥秘”“中
华传统文化”等40余个跨学科专题展览，被誉为“展
览超市”，覆盖20余个省、100余个场馆，累计观众超
过200万人次。

1953年，率先设立群众教育工作机构，开展社教
活动。深入到工厂、街道、学校、山区、林区、郊区，普
及科学文化知识。198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
教工作会议“全国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天
津自然博物馆召开。会上，天津自然博物馆首次提出
博物馆要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第二课堂的理念，与会
代表还观摩了直观教学及讲解员现场讲解活动。这
次会议促进了中国博物馆群教事业发展，推动了
1988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的成立。
随着时代发展，科普宣教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由
单一的讲解发展到灵活多样的科普活动，不仅满足
了公众的大众化需求，也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
个性化需求。还于1998年率先合作研发了中国首台
语音导览设备，并荣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1999
年，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10年，荣获全国科普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国际合作，扩大交流互鉴

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中西文明交流互
鉴，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取得了重要成果。70年代起，
先后与德国美茵兹大学古生物研究所、美国纽约自
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自1981年起，
天津自然博物馆展览先后赴日本、韩国、荷兰、法国
等国家展出。1990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的高
级标本剥制师来馆进行动物标本制作交流；2003年，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剥制标本制作专家远赴毛里求斯
传授标本制作技术。2007年，天津自然博物馆首次承
办“欧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层论坛暨中国·天津生态
城市及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来自15个国家、60余个
博物馆、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在国内外产生
重要影响。2009年，天津自然博物馆与法国国家自然
历史博物馆在巴黎签署合作备忘录，结为姊妹馆。
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
席肯尼斯·贝林先生先后七次捐赠世界动物标本300
余件。2016年，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共同举办了“生命
的密码——遗传学常识普及宣传”活动。自 2021 年
起，天津自然博物馆连续三年承办中法环境月主题
展览。通过国际交流互鉴，不仅拓展了国际视野，提
升了业务水平，也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博物馆
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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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年栉风沐雨、百十年璀璨历程，2024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喜迎创建110

周年。百十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先后经历了北疆博物院的创基、新中国成立后的厚植、新时代

的腾飞三个历史阶段，在传承创新中不断砥砺前行，开拓奋进。

从北疆博物院到天津人民科学馆、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三易馆址，四度更

名，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每次嬗变都从一个侧面诠释和见证着中国百年博物馆事业的进步和

发展。从藏品立馆、科研立馆到人才强馆、服务兴馆，百十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承坚

守科学精神，求真求实，独立自主，开放包容，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在科学考察、藏品

管理、科学研究、展览展示、科普服务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先后入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

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基地，荣获“全国

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等百余项荣誉称号，四次荣获

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2019年北疆博物院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八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自然博物馆现有馆藏生物标本40余万件，年接待观众量300余万人次，年均开展科

普教育活动千余场，集自然探索、科学体验、科学教育于一体，在我国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有着

重要影响，承载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化使命。

北疆博物院是中法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这次出访活动，时间短、任务重、准备足、

成果丰，扩大了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与法国相关机构合作交流领域和范围，加深彼

此间的了解和友谊，填补了北疆博物院资料收藏的空白，达成了多项中法人文和自然科学领

域的合作意向，进一步擦亮了北疆博物院这张中法情缘名片。“第八届中法青年领导者

论坛”代表团和“法国青年精英中国行”企业家代表团到访北疆博物院。在新时

代，在中法情缘的推动下，北疆博物院一定会绽放出更为绚丽的光彩。

110年的风云变幻，给这座百年博物馆赋予了太多的历史印

记。这些历史印记如时光的年轮，不仅镌刻着她在中国博物馆

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也如号角般激励着她在传承创新

中走好第二个百年，新时代新征程，北疆博物院

将砥砺前行、再谱辉煌！ （撰稿：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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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情缘的历史见证

从人民科学馆到天津自然博物馆：
在薪火相传中深耕厚植

新时代新征程，
续写第二个百年新篇章

北疆博物院鸟瞰全景

“河套人”牙齿模型（牙冠面） 发掘出土的中国第一件旧石器
——甘肃庆阳华池县出土的石核（左）

“海贝含珠”馆区

北疆博物院藏植物科学画——角蒿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模型

披毛犀

扇角黇鹿

师氏剑齿象

亚洲象“米杜拉”（斯里兰卡国礼）

朱鹮

天津自然博物馆出版物

桑志华旧居

北疆博物院（南楼）科学考察历程展

北疆博物院

天津自然博物馆文化中心馆区“家园·生命”展览

天津自然博物馆文化中心馆区“家园·生命”展览

天津自然博物馆文化中心馆区“家园·生态”展览

天津自然博物馆文化中心馆区“家园·探索”展览

“大咖来了”科普讲堂

科普研学活动

品牌活动——博物馆奇妙夜

品牌活动——我是策展人

品牌活动——小小讲解员

天津自然博物馆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座谈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