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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测控技术及仪器系于春雨

踏一程山水  绘科技之梦
■文／杨  烁 

攀登任何一座

高山，都要经历崎

岖不平，走过山峦

叠障，才能登山巅

赏风景。正如英国

生物学家达尔文所

说，“我在科学方

面所作出的任何成

绩，都只是由于长

期思索、忍耐和勤

奋而获得的。”奋

战在我国各条科研

战线上的青年学者

们，以科学卫士和科研先锋的姿态，践行自己的使命与担当，

向着自主创新、科研促发展的方向无畏前行。于春雨便是其

中之一。

2001 年 7 月，于春雨本科毕业于哈尔滨理工大学仪器仪

表学院检测技术及仪器仪表专业，凭借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从事电子技术课程的教研工作，发表电子技术教学研究论文

10 余篇；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 2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

指导多项本科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其中，指导的国家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负责人作为双非学校学生保送清

华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埋首穷经结硕果
兴趣是科研的开始，对于春雨而言，让她走上科研之路

的则是在教学过程中的一种“顿悟”。在工作初期，她心里

暗自发誓一定做一位良师。为此，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电

子技术”课程教学中，为了教好学生，每天泡在图书馆查找

资料。而在两年的教学过程中，逐渐意识到用科研引导教学

的重要性，为了弥补不足，她选择继续深造，这也为她此后

的科研创新埋下了伏笔。

2003 年，于春雨顺利考取了研究生，自此，科研成为她

生活的主旋律。尤其是无意间看到一篇关于“中国质量之殇”

的报道，她清晰地认识到复杂机电系统对国民经济和国家安

全的重要性，而我国在复杂机电系统领域的研究远落后于工

业发达国家，相关的理论与应用技术研究不到位，导致“中

国制造”存在可靠性差、稳定性差、一致性差的“三差”问

题。这强烈地激起了她作为科研人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在她的眼里，科研已不再是纯粹的智力活动，而是肩负着国

家兴衰的重要使命。

幸运的是，于春雨遇到了同样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导师郭

建英教授，郭建英是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可靠性分会创始人、

哈尔滨理工大学传感器与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创始人、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可靠性领域专家，在郭建英的指导和

带领下，她开启了与可靠性的不解之缘。

读博期间，恰逢国家开展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

称国家“863”计划）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的重大产品和重大设

施寿命预测技术专题研究，于春雨作为骨干成员参与的第一

个可靠性项目“直驱式风力发电机组可靠性预测与评估技术

研究”。然而，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科研的道路不但

崎岖不平，还荆棘丛生。

开展可靠性研究需具备两大前提：足够的故障（失效）

数据信息和合理的数学模型。众所周知，风力发电机组属于

大型复杂机电系统，制造、研究单位排外性很强，故障数据

对外封锁，导致数据匮乏；风力发电机组由多个单元构成，

且单元寿命服从不同分布，没有现成的数学性模型；完成项

目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收集数据，于春雨和团队成员远赴

黑龙江、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多个省份风电场进行调研，

最终收集了 300 多台风电机组自 2004–2010 年期间的非正常

停机数据，建立了国内首个风电机组可靠性数据库及产品故

障案例库。建立数学模型过程中，为了解一个公式，她翻烂

了书中和这个公式相关的半页纸，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

个月的努力，终于求解出单元为不同分布的复杂机电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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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度二项和指数二种 Bayes 置信限。同时考虑风力发电机组

维修性和可靠性，建立了指数故障 / 维修背景下的系统可用

度经典和 Bayes 置信限评估模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产泥浆泵的可靠性，于春雨和团队成

员多次深入到大庆油田钻井现场，收集失效样品，实地调研

钻井泥浆泵实际工况和操作过程，收集了 36 台国产钻井泥浆

泵、1296 口油井的钻井记录和信息，并带回了活塞失效样品，

在实验室开展泥浆泵缸套活塞摩擦副失效机理研究，建立了

国产钻井泥浆泵系统可靠度 Bayes 置信限评估模型。

奋斗之花总会结出最美的果实，热爱与坚持使于春雨在

专业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他们的科研成果最终获得

了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成果二等奖。随后，于春雨和团队

成员完成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

经费项目实施方案“产品可靠性标准技术体系及关键可靠性

标准的研究”，于 2019 年通过验收。

科研的落脚点是生产力的转化，科研人的最高使命是服

务国家和社会，服务区域经济，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为此，

于春雨积极与企业合作，进行了智能电能表可靠性预计方法

与案例研究；复杂应力环境下智能感知模块运行状态研究；

针对国家提出的建立节约型社会，国网公司提出的计量资产

节约化等需求，开展了拆回电能表剩余寿命研究；针对典型

环境，对高干热环境下智能电能表可靠性评估方法与故障机

理解析研究等。

就这样，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从探索到突破，从成果到

应用，始终行坚意笃，砥砺前行。

矢志不渝照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真正的梦想，在实现之中，更

在坚持之中。”

2019 年 7 月，于春雨被人才引进调入青岛理工大学工作，

任职于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测控技术及仪器系。扎实的科研

功底和务实的研究风格，使她有幸加入赵正旭教授领衔的复

杂网络与可视化研究所航天可视化团队，作为骨干成员参与

空间目标支撑信息处理平台建设，更是让她倍感幸运。

据悉，该研究所作为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最佳合作

单位”，已经参与并圆满完成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天宫一号与

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神舟十号交会对接，天宫二号与神舟

十一号、天舟一号交会对接，天舟二号、三号货运飞船与空

间站天和核心舱交会对接，神舟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与

空间站天和核心舱交会对接任务；探月工程嫦娥二号、三号、

五号 T1 试验器、四号、五号以及深空探测工程萤火一号、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可视化飞行控制指挥与遥操作操控任务等

40 余次航天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研究所带头人赵正旭教授为科学研究奉献的精神和家国

情怀深深感染着于春雨，展望未来，她希望在赵正旭教授的

带领下，对航天多阶段任务系统可靠性进行深入研究。为服

务国家战略，质量强国，制造强国，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质

量工程及可靠性事业贡献力量。

春风化雨筑未来
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于春雨深深地体会到，良

好的传承是研究事业取得大成的重要条件，做好教学工作与

科研本身一样重要，因此，她一直坚持科研反哺教学，并取

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2021 年，她所在的测控技术与机电

工程教师团队成功入选第二批“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他们申报并获批的“空间目标监测信息虚拟仿真实验”

项目，也正在有序开展，激励着无数青年学子在逐梦过程中

潜心向学、脚踏实地、回报祖国、奉献社会。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于春雨先后担任民盟黑龙江省

委员会信息员、民盟青岛理工大学基层委员会委员，并多次

参加参政议政培训，时刻牢记民盟精神，履行盟员职责，立

足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结合科研领域，完成民盟

青岛市委调研课题。同时，她积极践行公益事业，多次为打

工子弟捐赠爱心学习用具，参与贵州地区茶农扶贫工作。

每个人都是为了某种事业而诞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

种经历；生命的价值，正是在于跑好属于自己的这一程。于

春雨在自己的科教生涯中，一直默默耕耘，甘之如饴。在她

看来，二十余年如一日单调的科研生活反而明晰了自己的目

标，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一往无前！她的愿望简

单而伟大，那就是未来的航天事业走得更远，为国家、社会、

民族做出更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