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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顶点”有何特点

超级计算机也称巨型计算机或高性
能计算机，是指具有超强存储能力、超强
运算能力和超快处理能力的超大型计算
机系统。与普通计算机相比，其主要特
点包括处理器众多、体量庞大、有超大的
存储容量和超高的运算速度。

此次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 TOP500
强榜单之首的美国超级计算机“顶点”，
由 IBM公司历时 4年打造，现隶属美国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其核心处理器有
240万个，整个机体占地面积相当于 2个
网球场大，造价超过 2亿美元。按性能
推算，“顶点”的存储容量相当于 1.2万亿
册图书（每册 10万字），是世界上藏书最
多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量的 7400倍，
运算速度更是惊人，打个比方，1个人 24
小时不吃不喝连续计算 63亿年才能完

成的任务，“顶点”只需运算 1秒钟！因
此过去可能耗时几十年的任务，“顶点”
只需 1 天就能完成。难怪有人称，“顶
点”是计算机界的“外来物种”。

有专家指出，相比其他超级计算机，
“顶点”采用完全不同的构架，并采用神
经元技术，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智
能型超级计算机，因此在短期内很难被
超越。但从长远看，随着超级计算机领
域竞争加剧，下一代 E级（百亿亿次）超
级计算机诞生后，“顶点”的榜首位置能
否继续保持，将很难说。

TOP500榜单看点颇多

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强榜单由
国际 TOP500 组织发布，是对全球已安
装的超级计算机进行排名的知名榜单，
目的是促进国际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交
流和合作，推动高性能计算机的应用。

这份榜单通常也被业内人士认为蕴含着
“更快、更多、更强”科技精神，“更快”指
按照超级计算机运行速度排名，“更多”
指入围超级计算机的数量，“更强”则指
榜单能体现高性能计算机所代表的一国
综合技术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超越中国“神威·
太湖之光”位居第二的美国超级计算机
“山脊”，其处理器数量并没有增加，但浮
点运算速度由 7.16亿亿提升到 9.46亿亿
次。据美方专家介绍，原因在于“山脊”的
代码得以优化，重新运行后性能更好。

2013 年 6月起，中国的超级计算机
“天河二号”连续 3 年“六连冠”，直到
2016 年被中国“神威·太湖之光”取代。
今年 6月，“顶点”超越“神威·太湖之光”
成为第一。在这份新的榜单中，中国的
“神威·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分别位
列第三、四名。另外，由中国联想公司制
造的德国超级计算机“超级MUC-NG”

位列第八。
业内分析认为，在这份榜单上，中国

的超级计算机数量持续快速增长，总数
从半年前 206台增加到 227台，接近上榜
超级计算机数量的一半，这在国外同行
眼中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优势。不过在
总运算能力上，美国占比 38%，中国占比
31%，表明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平均运算
能力还有待加强。

军事应用无可替代

伴随着超级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超
级计算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早已得到广
泛应用，在军事上的应用尤为明显。毫
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性能最好的超级计
算机，大多与各国国防和军事需求息息
相关。看看美国，便是如此。

美国的超级计算机大多直接为美国
国家安全局下属情报侦察部门掌管，主
要用于情报处理和分析。美国能源部用
于模拟核试验和核武器研究的超级计算
机多达 5部，包括曾屡登全球超级计算
机TOP500强榜首以及排名前几位的超
级计算机。另外，美国能源部还主导美
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发进度，此次全球超
级计算机 TOP500 强榜单上的冠、亚军
均出自其名下两个同以核技术研究见长
的敏感实验室。不仅如此，美国全球导
航系统地面监控站需要采集气象和环境
参数、处理接受和转发的大量数据、测量
和修正各种卫星轨道参数以及推算时钟
差等工作，从而确保导航定位精度，这一
切都离不开超级计算机的支持。

不过，超级计算机在国防和军事领
域的重要性和应用绝不仅局限于上述几
个方面。事实上，它还在军事通信、高超
声速武器研发等很多方面有着超乎寻常
的优势，而且在非传统武器研发方面发
挥着巨大作用。未来，伴随着应用软件
的发展以及 E级超级计算机的诞生，超
级计算机还将以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
在国防和军事领域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
作用。

据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网站日前
报道，美国陆军正计划为现役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 UH-60“黑鹰”
直升机等机型更换更强大的动力系
统，并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复杂作战
环境提升其可视距离。与此同时，美
国陆军正在大力发展未来垂直起降飞
行器项目，计划在 2030 年左右将新机
型投入现役。

十字路口的选择

进入 21世纪以来，美陆军发现自身
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
CH-47“支奴干”、AH-64“阿帕奇”武装
直升机和 UH-60“黑鹰”直升机等服役
多年的机型日渐老化，需要寻求替代机
型，另一方面，美陆军希望新机型能够契
合未来空中能力发展方向。

近年来，在“多域战”概念的指导下，
美陆军提出 6个现代化重点能力发展项
目，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位列其中，并成
为优先发展项目。美陆军参谋长马克·
米利表示，该项目将使陆军的未来空中
作战能力提高10倍。

对此，主导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项
目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我
们面临一个转折点，要决定是继续逐步
升级我们在 1970年设计的老机型，还是
选择空白的纸张重新进行设计。最终，
我们决定选择一张白纸来设计。”

脱胎换骨的设计

考虑到项目的技术难度和挑战性，
美陆军在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全面
启动之前，先启动“联合多任务旋翼机技
术验证机”项目，参与竞标的方案主要有
贝尔公司的 V-280“英勇”倾转旋翼机，
以及西科斯基与波音公司合作的 SB-1
“挑战者”共轴直升机。其中，V-280“英
勇”倾转旋翼机已于去年 12月完成第一
次飞行。SB-1“挑战者”共轴直升机于
今年11月进行首次试飞。

V-280“英勇”倾转旋翼机采用的许
多技术来自于 V-22“鱼鹰”倾转旋翼
机，并进行大幅升级改进，特别是其平
台核心技术——倾转旋翼系统更是脱

胎于 V-22“鱼鹰”倾转旋翼机。机身设
计则借鉴 UH-60“黑鹰”直升机，尾翼
一改传统，采用有利于降低结构重量和
减小飞行阻力的外倾式“V”形尾翼。该
机巡航速度最高可达 570公里/小时，是
美军现役UH-60“黑鹰”直升机的 2倍，
这意味着，作战中能够节约近一半的任
务时间，从而大大降低被发现和攻击的
几率，提高任务成功率。另外，V-280
“英勇”倾转旋翼机的最大航程可达
4000 公里，几乎是 UH-60“黑鹰”直升
机的 6倍，作战半径接近 1000 公里，能
够解决目前美陆军航空兵在执行任务
时面临的加油难、保障难等问题，大幅
提升未来美陆军的作战范围。此外，
V-280“英勇”倾转旋翼机有效载荷为
5.44吨，吊挂能力较V-22“鱼鹰”倾转旋
翼机和 UH-60“黑鹰”直升机都具有明

显优势。
SB-1“挑战者”共轴直升机是以 S-

97“突袭者”双重螺旋翼直升机为基础改
良而来，分析人士预计其最高时速可达
463公里。这意味着美陆军可以更加快
捷、迅速地向目标区域部署力量，也可以
将更多重型武器投送至战场。

可以说，V-280“英勇”倾转旋翼机
和 SB-1“挑战者”共轴直升机两者具备
远超以往型号的“高速度”“远航程”特
点，无论美陆军最后选择谁，其未来作战
能力都将获得大幅提升。

建立开放式构架

以往美陆军在进行老机型升级换
代时，发现老旧机型的封闭系统为升级
换代带来诸多麻烦。例如，与新系统对

接困难、系统稳定性差、后期保养维护
难等，即便是 V-22“鱼鹰”倾转旋翼机
这样的经典机型，也存在类似问题。因
此，在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中，美
陆军抛弃以往模式，由原始设备制造商
提供机身和内部一切设备，包括驾驶
舱、传感器和武器系统等，目的是打造
一款可靠且易维护的开放式架构平台，
使得武器系统更容易改造、升级和维
护，从而摆脱旧有困境，减少装备更新
换代的周期和成本。

不仅如此，美陆军还认为，在开放式
平台基础上，还需要制定通用标准，就像
苹果手机的系统一样，各种应用程序可
以方便快捷地进入并使用，最终未来新
技术、新手段能够直接嵌入平台系统，这
也是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能成为美陆军
空中新主角的重要条件。

现代战机上大都安装有探测报警
装置，可及时对敌方雷达扫描做出反
应，并向飞行员发出警报，从而避免战
机暴露。不过，据外媒报道，目前德国
空军与科研人员正联手对一款“隐身
追踪雷达”进行测试，一旦成功，该雷
达能够使飞机上的探测报警装置失去
作用，战机将在不知不觉间被锁定。
这是怎么回事？

今年 4月，雷达、光电子和航空电
子设备制造商、德国亨索尔特公司在
柏林航展上推出一款名为“特维尔尼
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一亮相便引起
轰动。有媒体分析称，原因在于该系
统可以探测到当今最先进的 F-35隐
身战斗机。不过，亨索尔特公司发言
人随后解释，这款被动雷达探测系统
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在探测空中飞行
器同时不被对方所察觉。

众所周知，雷达通过发射雷达波、
接收反射波的方式探知目标方位并对
其进行跟踪。“特维尔尼斯”被动雷达
探测系统并不对外发射雷达波，而是
通过一部灵敏的接收装置对空中无线
电广播、电视或手机信号等民用通信
信号进行接收，通过使用计算机对通
信信号与空中物体之间的反弹情况进
行分析和计算，以此确定目标物体的
方位。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由于“特维尔

尼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对外不发射
雷达波，所以不会被战机上的雷达报
警装置发现。“这意味着进入其监控区
域的飞行员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跟踪。”亨索尔特公司项目负责人称，
“对防空部队来说，这就构成一种单向
透明的优势。”他还介绍，“特维尔尼
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的探测精度已
达到武器级，完全可引导防空导弹飞
往目标，“对战机飞行员来说，这将是
一场噩梦，他并不知道一部雷达正引
导导弹向他射来，当导弹抵达一定距
离并打开自身引导系统时，即便这时
发现，也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亨索尔特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特维尔尼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可
对 152 米至 13700 米之间的目标进行
探测。“这意味着，小到普通私人飞
机、大到民航客机都逃不过它的监
视，战机就更不在话下。”该项目负责
人说。

德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特维尔
尼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正是德国空
军急需的装备。该雷达一旦装备部
队，可以弥补防空侦察系统的低空探
测漏洞。另外，“特维尔尼斯”被动
雷达探测系统工作时相当安全，由于
本身不发射雷达波信号，所以电磁干
扰机对它无效，反辐射导弹也无法对
其进行锁定。

一向注重空对地支援能力的美

军，竟然将心思放在一门老炮身上。

据《简氏防务周刊》披露，美军最新升

级的M777ER轻型榴弹炮，采用超长

的55倍口径，一举使这门老炮成功实

现射程翻倍。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这道理在

升级后的M777ER轻型榴弹炮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M777ER轻型榴弹炮

与前身M777榴弹炮相比，火炮长度增

加了1.8米，在使用新型增程炮弹时，射

程一举达到70千米，而M777榴弹炮使

用普通炮弹时，射程仅24千米。

更难得的是，在大幅提升射程的

同时，M777ER轻型榴弹炮依然保持

“健美”身材。M777系列榴弹炮的最

大优势在于重量轻、体积小、炮身低，

便于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快速部署，具

有更强的战术机动性和生存能力，特

别是该系列榴弹炮可以直接使用直升

机吊运进行快速战术机动，极其适合

空降部队、山地作战部队使用。升级

之后的M777ER轻型榴弹炮增重不到

454公斤，全重4.65吨左右，仍然可以

进行吊挂运输等操作。试想，在重型

装备上不去、制导武器难发挥作用的

高原山地战场，数门“从天而降”的轻

型榴弹炮却能够迅速就位，有效弥补

火力短板，成为压制和拔点的“利器”。

其实，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美

军向来是“实用主义”拥趸。除了着

力增加老炮射程外，美军同时还在研

发新一代火炮观瞄系统、射击追踪雷

达系统和先进弹药等。一旦这些技

术加身，美军的一众“老炮”将看得

更远、瞄得更准、打得更狠。这种老

装备融合新技术的做法，一方面可改

进老装备满足当前作战需求，另一方

面又降低了新技术应用成本，真可谓

一 举 两 得 。（图 片 中 长 炮 管 为

M777ER轻 型 榴 弹 炮 ，短 炮 管 是

M777A2榴弹炮。）

全球超级计算机新冠军出炉
■王 群

被动雷达探测系统：

默默紧盯隐身战机
■李学华

12 日，新一期全球超
级计算机 TOP500 强榜单
在美国达拉斯发布。美国
能源部所属超级计算机
“顶点”继今年 6月首次登
顶后，再次以浮点运算速
度每秒 14.35 亿亿次、峰值
运算速度每秒 20.08 亿亿
次荣膺冠军，速度比上次
均有提高。另外，美国超
级计算机“山脊”以浮点运
算速度每秒 9.46 亿亿次，
排位第二。该榜单显示
出，美国超级计算机虽上
榜数量持续下滑，但在计
算能力上优势依旧，不容
小觑。

■戚苏源

美陆军未来直升机“牛”在哪里

“老炮”升级
■夏 昊 刘蒙恩

今年4月，首次亮相柏林航展的“特维尔尼斯”被动雷达探测系统

V-280“英勇”倾转旋翼机效果图

美国超级计算机“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