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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今年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能 国建 出 出

一 清华人 连新（1970

工物），19 0年8月出生，军

作家 学 系海军南海

头水 通 文书 在校

物 军体 ， 业 海

军 建 军 、海军

、海军

副主 、海军 安

副 、中国 动力专业

会副主 、中国 史

专业 会副主 等 文，

连新学 大 资料，

清华大学与中国核潜艇
○杨连新 1970

19 年， 新

发 影

了 清华人 业

中国核潜艇于1958年开始探讨 索，

1965年正式立项研制，1974年第一 核潜

艇 航成功交付海军部队。经过 个

多世纪的 苦奋斗，中国核潜艇经历了研

制、建造、使用、维 和退 的全过程。

如今已经发展了两代核潜艇，造就出一支

练有 、保障有力的核潜艇部队，大大

提高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和中国在世界上的

战略地位。而 为人知的是，中国核潜艇

在研制和发展中的 一个阶段，都有清华

大学为 作出的重大贡献。

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

核潜艇的 造、使用、 练、退 等工

作，直至退休。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核潜艇

发展 大的过程，目 了清华学子们为中

中国 一代 （ ）和

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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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合规、事中 、事后审计。“ 如

到的四川20万 ，究 如 分 优先

医院、重大国家战略企业、重点 区的政

府，由政府再 所属社区发放。这是我们

的原 ，这 分配对 和我们参与其中的

校友 有任 关系。 个分配方案都要事

先向校友会和四川 的 民通报，从项

目经理、小组组长再到副秘书长、常务秘

书长 签 （电子）与公示。”

除了 度设计保证物资分配合理之

外，余季生 其实最不好 的是 到的

如 处理。“资 向无 是两

种，一是向政府和 十 会 ，前期我

们 经 过一批。二是自 采 物资，

物资首先不能 到假的，其次 了也

不好，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技术采

组，成员均是生物系、化学系的专业人

， 如组长毕 就是生物系的，要经

过他们技术核定和 格落实之后 采

。”

除了发挥技术优 ，各个小组之间高

效协作也 常重要，为此志愿团专门成立

防疫物资资源对接 。“有 人有需求，

有 人有物资，有 人有物流 道，有

人有清关能力，有 人有 ， 大家放在

一起， 策 力，促成了好多单物资

。” 
此外还 得特别提到的是校友关

小组， 为这个小组的设立，也是清华人

事专业性与远 性的体现。关 小组了

解重点疫区的校友需求，为其提供物资支

持；对来 支 的校友 如北京清华长

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医疗和生活物资；再

就是在疫情 背景之下， 重点疫区校友

心理 导。正如加 在小 《 疫》 中
所 ，只要有一 温情 在， 望就不至

于 人心。心理建设的力量不容小 。

万众一心 我们终将胜利

当 到目前有 困难时，余季生

有 地回 ：“其实我们要 的

任 一 事情都充满困难， 有任 困

难是清华人克 不了的。不 是清华人，

疫情面前 个国家 个民 都 在

一起，只要信息传 出 ，大家就会一起

想办法， 如山西的那批物资更是得到了

当地政府和沿途政府的护 ， 能 利到

达 。所以我们在前线 得再 也

得 ，我们在帮别人，也是在帮自 。我

们要努力 病毒 在 ，困在 困

在 北，为全中国人们 一个相对而

一点的 围。”

如全国人民一样，志愿团的所有清华

人也都坚信万众一心众志成 ，我们终将

会 这场 有 的战争，为 重新

按下播放 。届时大 上车水马 来

一切 复正常，人们 下口 ， 出安

心而 快的微 。“等疫情结 ， 们一

定到 来，我带 们 鹤楼，

东 ， 长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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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清华大学“200号”游 应 建

设，延长一个学期走出校门，毕业后全部

由国家分配。其中4人分到中国核潜艇工

程最 成立的潜艇核动力设计组,进行核

潜艇 应 物理计算、 应 结构、控制

动机构等专业的设计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工物系源源不断地向中国核

潜艇的有关设计研制单位输送了大批骨干

力量。比如分配到当时国防部 研究院

潜艇核动力工程研究所，从事中国第一代

核潜艇的设计工作 分配到潜艇核动力研

究设计基地从事核潜艇核动力陆上模式

应 的设计建造工作等，为中国核潜艇的

期开创建设做出了不可 的贡献。 

与中国 的 研究和

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在周总理的

主持下召开第13次会议，会议决定中国核

潜艇正式开始研制，第一步先进行 核

潜艇的方案设计。

为了开好 次重要的会议，为会议决

策提供 据，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曾于

1965年4月邀 清华大学“200号”有关人

员，参加 查二机部提出的第一代核潜艇

动力 置方案。经过热烈的讨论，双方认

为二机部提出的动力 置“分 布置”方

案经过多年工作，已经完成了主参数主方

案论证和方案设计， 其是关 的研制项

目已经过关，大批 制项目国内已做过大

量工作，是一个 为切实可行、力求先进

的方案。清华大学同时提出了更先进的

“一体化”方案，明确了核潜艇核动力的

发展方向。

在中国核潜艇建造期间，清华大学参

与了个别关 设备的技术 关工作 发挥

学校优势，长期与海军联手，研究设计更

新一代具有 明特色的核潜艇动力方案。 

为 体 一

在第一 核潜艇的建造、系 和

航行 中，有数十名 义 的清华大

学毕业生，他们毕业后 根边 海岛报效

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先后来到核潜

艇总体建造 ，成为中国核潜艇总体建造

招 的第一批核 应 专业大学生。当

时核潜艇总体建造 没有 应 高级

专业人才，特别是没有 应 控制方面的

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到来后，从学习

专业技术资料开始，边学边干，还到全国

各地有关 所调研取经， 着 实的理论

功 ，很快进入 ，并着手筹建了核潜

艇总体建造 第一个专业性很强的核 应

控制设备调 ，制 了一套有关规章

制度和 文 ，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工艺

方法，培养了一批核潜艇 应 运行和

人才。他们专业理论 实、技术过 、

肯于 研、乐于奉献。 以这些清华学

子为骨干，圆满完成了核潜艇核动力的调

、运行、维 等工作，保证了核潜艇的

建造、 顺利进行。

谢辉，1964年从清华大学工物系毕业

后分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1968年为了支

核潜艇工程，组织上调他到核潜艇造

，他二话没说，连家 都一起 到 岛

上，后来他成为核潜艇总体建造 的副总

工程师。

1960级学长夏 含深情地说：

“那时我们是既当技术员，又当工人，不

分技术活和体力活， 么都干。我们之所

以这样努力工作，是 为我们是国家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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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大学生，报效国家是我们 一

的心愿。我们为了中国核潜艇，在

的小岛上一直干到退休，至今无

无 。”

五，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自动控制系，他在核潜艇系 期

间 ， 然 着 子坚持工作在

第一线，最后 在他为之奋斗的工作

位上，去世时年 50多岁。

孟 勇，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动力机械系。毕业后分到核潜艇总

体建造 ，恰好 上第一 核潜艇

开工， 顺理成章地成为核潜艇建造师。

他为我国 道导 核潜艇的安 调 解决

了不少技术、质量问题，提出过一些有效

的技术方案。先后参加并组织了模型 水

下发射 、 存 艇上 、导 水下

发射 等大型 任务，并多次立功受

奖，1996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在中国核潜艇起步初期，还有更多的

清华毕业生被分到了为核潜艇配套的核

料 、核设备 等。全国有千余家研究

所、工 参与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

、 制、生产等。清华学子分布在全国

各地，他们也为成功实现中国核潜艇的梦

想 奉献出青春年华，我们同样不能

记他们。

2012年6月26日，中国核潜艇历史研

究专业委员会的领导到核潜艇总体建造

调研座谈，见到了 位一直坚 核潜艇建

造第一线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他们在

工作直到退休， 大 生献给了中国核潜

艇事业，如今他们都已是

老人。（见 图）

我是清华大学工物系

1974届毕业生，我和 外

名同学分到核潜艇总体

建造 海军代表室负责核

潜艇的 造。我们追随学

长们的足 ，从“朗朗读

书声”的清华校园 进

“钢 交响曲”的 热

，在一个共同目标的召

唤下，与先期到达的学长

们会师，成为奋斗在一个

战线的战友。在核潜艇核

19 0年代 ， （中）与1970 的 （ ）

和金成 在中国 影

2012 年 6 26 日， 影的有： 工程师 （ 排

2）、高 工程师陈 （ 排 1）、 （ 排 ）、

新（ 排 ）、 （ 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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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控制台前，在车间，在

头，在海 ，都有清华学子那稳

重、清 、深情、自信的身影。

我们 手为中国核潜艇的发展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 部 一
大

1974年3月，当我国第一

核潜艇即将交付使用的关 时

刻，核潜艇部队迎来了第一批大

学生，他们就是刚刚从清华大学

工程物理系毕业的四五十名首批

“工农兵学员”。这些大学生是

从海军三个 队选拔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

系学习核 应 工程专业的优秀干部战

士，由清华大学培养的海军核潜艇部队建

设的专门人才。他们分别学习核 应 物

理、核 应 热工、核控制、 射防 、

核材料等专业。通过近四年的学习，他们

满怀报国之心 赴核潜艇部队参与管理和

核潜艇。作为技术骨干力量，他们或

分配到第一 核潜艇核动力 位上担任首

批大学生 员，或分配到核潜艇部队的

指挥机关担任参 或干事，或分配到核潜

艇部队各技术保障分队担任工程师。他们

直接参加了中国核潜艇部队服 初期的运

行、管理、维 等。

我在工物系学习时，班里共有18名海

军学员，毕业后大部分 赴了核潜艇部

队，少部分去了军事代表室和军事院校，

从事核潜艇的 造和教学。我至今保存着

一张全班同学合影照片。记得毕业前夕

我给我的“一对红”李善昌写过一首打

诗：“ 清华围 小，喜 园外战

海 。举目 高水 天， 热志不

老。”他到部队后，成为中国核潜艇第一

批具有高等学历的核动力 长。

在祖国的召唤下，清华大学输送到海

军核潜艇工作 位的首批海军学员，怀着

热的报国之心，一到部队就 我地 入

到 苦的开创事业之中。他们在实 中发

奋学习，勇于拼搏，很快 并驾 了

高 器，成为中国核潜艇部队建设的

。他们中间不 将军、教授、高级指挥

军官、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

2013年，在我已过 甲之年时，潜心

写出版了一本中国核潜艇回忆录《见证

中国核潜艇》， 书出版后获得社会的极

大关 和好评，被誉为中国核潜艇发展史

“第一书”。作为清华学子，这也是我在

有生之年为母校、为核潜艇事业、为国家

献出的微 之力。

个世纪过去了，光 ，日月

。 代清华人参与了中国 代核潜艇的

建造和使用，他们 责任看得重于泰山，

国家利益铭记心中。      
2019年7 1日

清华大 工程 系 工程 1970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