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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1月17日电 中
国 17日首次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
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当天，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杨超等人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
2016 年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领取
了戈登贝尔奖，他们的获奖应用名

称为“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
学全隐式模拟”。

这项应用由中科院软件所与
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并
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国
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合作完成。
它基于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

全球最快超算系统“神威·太湖之
光”运行，能够帮助改善全球气候
模拟和天气预报。

戈登贝尔奖设立于1987年，中
国团队此前从未入围获奖。而今
年，中国共有基于“神威·太湖之光”
系统的3项应用入选，占全部入围

应用数量的一半。除了杨超等人开
发设计的这个应用外，另两个应用
分别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与清华大学合作的“高分辨率海浪
数值模拟”以及中科院网络中心的

“钛合金微结构演化相场模拟”。
刚刚蝉联全球超算冠军的“神

威·太湖之光”系统自今年 6 月 20
日发布以来，国内外多个应用团队
项目通过使用该系统获得突破，目
前已经取得 100多项应用成果，涉
及气候气象、海洋、航空航天、生物、
材料、高能物理、药物、生命科学等
19个应用领域。

戈登贝尔奖在美国盐湖城揭晓，国产“天气预报APP”入选

中国科学家首摘超算应用最高奖

北京时间11月 18日晨，2016年
度“戈登贝尔奖”在美国盐湖城揭
晓，中国团队的“千万核可扩展全球
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应用项目
获奖。这是该奖项自 1987年创办
以来，我国首度问鼎。

一直以来，国际上有人曾质疑
中国超级计算机只是一味追求运算
速度、忽略应用，然而此次中国超算
系统在全球超算500强榜单上实现
八连冠、上榜系统总数则与美国并
列第一，以及“戈登贝尔奖”零的突
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超算正凭借
速度和应用的双重优势，站到了聚
光灯下。

国产超算赢得速度、
应用“双优势”

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
（TOP500）榜单 14日在美国盐湖城
公布，国产超算“神威·太湖之光”二
度问鼎。算上此前“天河二号”的六
连冠，中国已连续4年占据全球超
算排行榜的最高席位。

来自国家超算无锡中心的“神
威·太湖之光”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是，实现了包括处理器在内的所有
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它采用的是

中国自主芯片“申威26010”，其运算
速度达到12.54亿亿次每秒，这是全
球首个突破 1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
机；持续计算速度达到9.3亿亿次每
秒，是第二名“天河二号”的近3倍。

中国超算总体表现也很出色。
一年前美国以199台上榜超算保持明
显优势，而中国只有109台。此次，中
国上榜超算数量达171台，与美国并
列第一，巩固了自身的速度优势。

更重要的是，由中国科学院软件
研究所、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
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
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合作完成的“千万
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
拟”应用项目最终获得“戈登贝尔
奖”，第一次将中国超算应用带到了
世界舞台中央。该应用基于国产超
算系统“神威·太湖之光”设计，也凸
显了国产超算开始告别只是“听起来
爽”的窘境，进入了“好用”的阶段。

“这是一套适应于异构众核环
境的全隐式求解器算法。此前，国
际上类似的研究工作，或着重于开
展显格式计算，或仅限于在同构
CPU环境下开展隐式求解器研究。”
中科院软件研究所并行软件与计算
科学实验室副主任杨超介绍，该应
用面向气候气象领域研究，利用世

界最快超算不仅提高了模拟计算效
率，也充分挖掘了超算系统的强大
计算能力。

“这标志着我国超算拥有了速
度、应用双重优势，无疑是我国超算
又一里程碑事件。”国家超算无锡中
心主任杨广文说。

有多忙就有多好用？

对于国家超算无锡中心副主
任、清华大学副教授付昊桓来说，每
天还要花不少精力“招呼”上门考察
和求助的各类单位。付昊桓说，从

“神威·太湖之光”6月正式发布到
现在，上百个应用已经在“跑”，大家
十分关注的天宫一号陨落路径预测
计算、国产大飞机C919精细数值模
拟工作，用的都是这台超算。

“神威·太湖之光”堪称“劳模”，
记者从其“作息时间表”上看到，其工
作时间超过六成，“睡眠”时间仅占两
成，同时，它还非常“健康”，故障率仅
为0.6%。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已经有100多家科研单位、100多个大
型应用在“神威·太湖之光”系统上运
行，涉及气候气象、海洋、航空航天、
生物、材料、高能物理、药物、生命科
学等19个应用领域。

付昊桓也是此次获得“戈登贝

尔奖”的“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
力学全隐式模拟”应用项目团队成
员。他说，我国超算在硬件发展上
已有很大进步，但如何将其应用能
力发挥出来，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
差距。“太湖之光的成功就在于设计
阶段，研发团队就与国内顶级超算
用户不断接触。未来希望能够和不
同领域成立联合研发中心，推进超
算在应用方面的发展。”

“神威·太湖之光”只是我国超算
“快以致用”的缩影。中国计算机学
会高性能计算专委会秘书长张云泉
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欧洲多国
对于与中国超算开展联合研究的需
求迫切。而在国家超算天津中心，他
们则拓展了美国、新加坡等地的用
户，综合应用能力正在进一步提升。

“过去总有人诟病中国的机器
造好了空置没人用，如今当我们的
超算实力赶超，需求会排队等待。”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副
教授黄小猛说。

从“劳动力”到“计算力”

我国曾经靠劳动力成本优势成
为“世界工厂”，如今是否有可能依
靠超级计算机的“计算力”吸引产业
与资本的目光？

“超级计算的需求背后，并不仅
是学术研究，从实体经济到战略领域
均有涉及。”杨广文介绍，“神威·太湖
之光”主要服务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同时也十分重视服务产业创新。

记者采访了解到，“神威·太湖
之光”和远景能源合作开展“格林威
治智慧风场”项目。国家超算无锡
中心基于自身超强的运算能力、专
业的技术人员等为远景能源提供包
括风资源预测、风场精细选址、风机
建造在内的一整套生命周期服务。
今年10月，中心仅用12天时间就完
成了2014至 2015年间全国的风资
源数据测算，比原本的45天提速近
4倍，并将数据误差控制到0.5%。

“总的来说，超算的能力很强，
它能做过去人类历史上没做过的
事，或者能将过去需要花漫长时间
才能完成的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
成。”杨广文说。

全球超算 500 强榜单的创始
人、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杰克·唐加拉
说：“随着越来越多超级计算机在中
国制造和落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和企业家就越来越有可能把超级计
算的需求带到中国，而不是美国。”
唐加拉所说的“可能”，正在加速变
成现实。（新华社南京11月18日电）

自主芯片让它全球最快，自主“APP”让它变得“好用”

中国超算不再只是“听起来爽”

作为此次获得“戈
登贝尔奖”的“千万核可
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
隐式模拟”应用项目的
核心成员之一，北京师
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院教授王
兰宁仍记得 20 多年前
第一次听说“超级计算
机”的情形。

当年，还在陕西省
气象台工作的王兰宁资
历尚浅，只是耳闻了不
少关于超算的“传说”，
如美国人把一台超算卖
给我国，用不透明的玻
璃包得严严实实，全国
只有几位科学家能得见
真容，而且是在美国人
的监视下，一旦工作完
成，必须马上离开。

为了彻底拆掉“玻
璃房子”，我国 IT 产业
走上了一条艰苦的自主
突围之路。

从曙光系列、天河
系列到神威系列，随着
国产超算一步步实现逆
袭，也带领一批科学家
的研究迈上了快速发展
的轨道……

图为得知获奖后的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
科研人杨超。（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