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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婧 

90后清华国防生的
七年指挥员时光

清华大学 2011 届国防生

西昌发射场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

于新辰，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63798 部队三室工程师，西昌发射场低

温动力系统指挥员。2011 年从清华大学

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与航天航空工程专

业毕业后，怀着携笔从戎、航天报国的志

向来到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发射场，在山沟

里一待就是 7年多。

2019 年 3 月 10 日 0 点 28 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成了第 300 次发射，

将“中星 6C”通信卫星送入太空进入预定轨道。3 天后，新闻联播播出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卫星发

射成功后，现场人员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向祖国表白的画面。其中，就有清华大学 2011 届毕

业生于新辰的身影。 

刻苦学习专业技术、认真钻研测发理论，从普通电梯操作员干起，他用不到 4 年的时间，成长为

一名优秀的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一直与有毒、低温、易燃易爆的推进剂打交道，他参加并圆满完成

了包括“嫦娥三号”“嫦娥五号再入返回飞行试验”“鹊桥号中继星”“嫦娥四号”“风云四号”“北

斗三号”等重大任务在内的共计 58 次、76 颗卫星的航天发射任务，在“嫦娥四号”“北斗三号”“风

云四号”等 17 次任务中担任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成功发现和排除气瓶开关漏气、液位信号失灵、连

接器未完全分离和发动机元器件出口压力超差等故障和隐患 20 余次……

日前，获评“优秀基层干部”“优秀科技干部”，荣立二等功的于新辰第一时间将立功喜报寄

回母校，分享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喜悦。

于新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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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练真功的“活图纸”和“听声检漏”
2011 年，于新辰放弃了清华推研的机会，主

动申请到大山深处的一线单位工作。“进沟”之后，

他的第一份工作——塔架的电梯操作员——可以

用“简单枯燥”四个字形容。之后，他定岗到火

箭常规动力系统，成为一名普通的岗位操作手，

与剧毒的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打交道，并在一

年后成为该系统箭上专业负责人。

根据西昌发射场高密度任务的需求，于新辰

再次定岗到火箭低温动力系统担任操作手。低温

动力系统涉及低温推进剂的加注工作。低温推进

剂温度极低且易燃易爆，测试流程复杂繁琐，发

射之前要连续精神高度集中、高强度工作 8 个小

时以上，他在这个系统一待就是 6 年多。

低温推进剂号称“一根针从一米高处掉落就

会引起爆炸”，稍有泄漏就会造成难以预测的后

果。因此，发射场对火箭的气密性要求非常高。

尽管如此，于新辰在一次采访中仍然提到，家人

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工作的危险性：“不想让家人

担心，但是自己也明白，只要严格按照规

程去操作和测试，安全是有保障的。”

为练好气密性检查基本功，于新辰经

常对照图纸反复核对每一个接头状态，以

至于后来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接头的位置和

细节，被同事们称为“活图纸”。为了能

快速发现可能存在的漏点，他在气检过程

中常常仔细辨听声音，还练就了“听声检

漏”的本领。

2015 年 12 月 15 日上午，寒风刺骨，

高分四号卫星整装待发，低温动力系统

正在进行紧张的气密性检查工作。由于

发动机舱空间狭小，于新辰只能脱掉棉

衣穿上进舱服进入尾舱开始工作。发动

机气瓶系统管路多且复杂，大大小小的

管路接头近 30 处，分散在各个部位。进舱服透

气性差，穿着它在机舱里几分钟就浑身湿透，

但于新辰却穿着它对每个接头都要进行 1 分钟的

气检。他负责的吹除气瓶状态良好，满头大汗

的他本该结束工作，但“听声检漏”的本领让

他发觉到存在细微的异响，而“活图纸”则让

他迅速找到异常点，原来发控气瓶的入口导管

处有漏气部位。漏气处刚开始气检气泡很小，

但是过了一会，气泡居然膨胀到直径约 8 厘米！

系统当即组织排除故障，整个排故过程持续了 7

个小时，直至再次气检结果合格。

苦练真功，在发射中心首届技术岗位比武竞

赛中，于新辰取得 1 项个人项目一等奖、1 项集

体项目二等奖的优异成绩。

“托举嫦娥”的大山深处 90后指挥员
2018 年 12 月 7 日上午 8:20，离嫦娥四号发

射时间只有 18 个小时，低温动力系统指挥员于

新辰接到报告：检查发现气瓶充气管异常减压！

于新辰接受央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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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辰立刻召集系统设计师、系统工程师紧急会

商。大家认为如果该异常现象是因为火箭对应的

元器件的质量问题，那么飞行必然失败。于新辰

根据操作手报告的情况和实时数据，初步判断应

该是低压工况下元器件特性导致的现象；在正常

的发射和飞行过程中不存在该低压工况，故不会

影响任务成败。经过系统内部讨论并报告阵地指

挥员，阵地决定对该元器件进行高压工况下的指

标测试，确保不带任何隐患进入加注程序。5 个

小时的测试后，结果正如于新辰的判断，高压工

况下之前的异常现象消失了，可以正常进入低温

推进剂加注程序。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12 月 8 日 0:23，距离发射时间还有 2 小时，

于新辰突然发现，传感器显示火箭的某个关键元

器件出口压力值比指标要求偏高，并在持续升高。

这个元器件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正常启动和关机，

如果故障不能在一小时内排除，那么嫦娥四号任

务极有可能中止；如果冒着风险发射，则可能造

成火箭不能工作，探测器无法入轨的后果。十万

火急的情况下，系统指挥员、

工程师、产品设计团队进行

了紧急讨论。经过两个处置

方案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离发射

越来越近了，不少人头上渗

出了汗珠。根据元器件的物

理特性，于新辰和系统设计

师认为改变元器件的入口气

体压力，其出口压力应该会

随之改变。经任务指挥部领

导同意，于新辰沉稳果断下

达了改变入口气体压力的口

令，该参数在 1 分钟内下降至

允许发射的指标范围。就这

样，离允许排故时间的最后限制只剩两分钟的情

况下，于新辰指挥系统成功排除了这个关键故障。

凌晨 2: 10，射前 13 分钟，低温动力系统指

挥席的电话再次响起，“某液位传感器信号异

常！”接到报告后，于新辰第一时间核实状态，

向加注系统下达口令：“加注至上一液位！”加

注系统立即执行。一分钟后加注系统再次报告：

“上一液位传感器信号也异常。”“立即执行应

急预案，加注至中间液位！”于新辰没有丝毫的

迟疑。2 分钟后，液位信号正常显示，表明推进

剂已加注至要求值。于新辰立即向 01 指挥员报告

情况，指控大厅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4 分钟后，

嫦娥四号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成功

踏上了奔月之旅。

2015 年至今，于新辰已经 17 次担任低温动

力系统指挥员。他对状态的把控更加严格，先后

组织排除气瓶开关漏气、液位信号失灵、连接器

未完全分离和发动机元器件出口压力超差等 20

余次典型故障和隐患。

毕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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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举嫦娥，助飞北斗，一心想着做好岗位工

作，于新辰的航天梦想，点滴落地生花。

“好事先往家里报”的清华人
时间回到于新辰的大学时光，我们看到他

亮眼的成绩单：学习刻苦努力，两次获清华大学

奖学金；积极参加科研项目，获清华大学飞行器

创意设计大赛制作组第一名；热心从事志愿活

动，曾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城市志愿者，

2009 年、2010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商务助理，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礼仪志愿者；主动承担社会工作，

曾任清华大学国防生大队副大队长、清华大学团

委国防组组长、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团委副书

记，参加首都庆祝国庆 60 周年活动，被评为方

阵优秀队员。曾获清华大学“启航奖”银奖、清

华大学五星级志愿者等荣誉。加上清华大学 SRT

项目成员、北京国际马拉松跑者、国防定向晚会

主持人、二胡课程助教、院刊《天韵》总编辑等

等头衔，可以说是“文体两开花”。

“新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是一个积极而

踏实的孩子，作为国防生副大队长，交给他的事

情都很让人放心。”校党委武装部部长、国防教

育与人才办主任熊剑平谈起于新辰，满眼赞赏。

在熊剑平老师手机里，我们看到了于新辰在

教师节、春节发来的问候，也看到了他完成任务

后与老师交流情况的喜悦。“好事先往家里报吧”，

熊剑平说：“有好些国防定向生校友给我们寄送

立功喜报或者嘉奖通知，最近这次是于新辰。对

于他们来说，清华是他们的家，是从不相离、永

远相守的精神家园，温暖的大家庭在他们身后，

我们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新辰其实也希望继

续回校深造，但是目前一切以任务为先。”

在任务之余，于新辰的科研创新和实践也从

未止步。2015 年以来，他先后组织编写和完善系

统操作规程、故障预案、专项预案等试验文书 20

余份，50 余万字。组织技术状态变化分析研讨

30 余次，开展专业知识授课规程预案学习、故障

桌面推演、实装训练考核等科目 100 余次，培养

系统指挥员 4 名，技术骨干 10 名，为迎战高密

度任务做好了充分的人才储备。此外，负责和参

与各级科研项目 6 项，研究结果为发射场提高测

试效率、提升整体测发能力和安全管控能力提供

了重要依据。

2018 年，中国全年航天发射次数首次超过美

国，位列世界第一。其中西昌发射场全年完成 17

次航天发射任务，超过往年发射记录近一倍。中

国奇迹的创造，源于无数像于新辰这样的航天人

的默默坚守和付出。

作为优秀科技人员代表，2018 年新春之际，

27 岁的于新辰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接见。他回

忆道：“首长微笑着点头说，年轻人已经担任了

骨干，很好。”而后，于新辰也为航院的师弟师

妹们送上了寄语：祝愿航院的师弟师妹们勤勉踏

实，学有所成，在自己从事的领域干出一番成绩，

为国奉献，为校争光，为院添彩！

面对西昌发射场的“扎根树”，于新辰写下：

“繁星闪烁着 / 深蓝的太空 / 那棵用信仰浇灌的

树 / 为我指明了逐梦九天的路……”

从清华毕业时，于新辰所在的航 74 班被评

为清华学生先进班集体，在学校网站发表了一篇

小文“我们的青春没有散场”——说起理想我们

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好吧，那就让我们在这神奇

的园子里将它们一一放飞……站岗不怕累，登山

不说苦，大家团结是战友，我们都是好样的兵！

“心有所定，志有所立，事有所成。”行胜

于言，是他们最嘹亮的号角。

（图文由清华大学国防教育与人才培养办公室提

供。文章转载自《清华大学》公号，本刊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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