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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前沿

■本期观察：姜 涵 陈麒骏 韩 磊

科 技 云

科技连着你我他

从问世到发展再到国

之重器——

超级计算机持续

跨越进步

当你足不出户便可畅游天下、结
交朋友时，是否有感于计算机的便
利？当你运用编程处理各种冗杂繁琐
的运算时，是否有感于计算机的快捷？

计算机作为一种通用的电子产
品，具有运算速度快、精度高、通用
性强的特点，是人类进行数据处理、
工程设计、休闲娱乐的“好帮手”。

在计算机这个庞大的家族中，有
个特殊的存在：若论资排辈，它是名
副其实的“老幺”；若按做出的贡献和
获得的荣耀来排，它却是当之无愧的
“老大”。

它，就是超级计算机，计算机家
族中的“神算子”。

何谓超级计算机？它是功能最
强、运算速度最快、存储容量最大的
一类计算机，能执行普通个人计算机
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在
维护国家安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及作用。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在
运算能力上，如果把普通计算机比作
蜉蝣和粟，那么超级计算机就是天地
和沧海。

科学家们最初提出“超级计算”
这一概念的时间是 1929年，早于世界
上第一台计算机问世。17年后，首台
计算机在美国陆军部的资助下历时 3年
研制出来，运算速度仅为 5000 次/秒，
占地面积近 170 平方米，重约 30 吨，
堪称庞然大物。

时代在不断发展，科技在不断进
步，普通计算机的智能程度和运算能
力似乎远远落后于人类社会的刚性需
求。在第一台计算机问世后的数十年
中，各国集中大量科技人才推动计算
机的发展。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
算机、集成电路计算机……其更新换
代的速度日新月异，但仍无法满足人
类社会对计算机运算能力的需求。直
至 1976 年，世界首台超级计算机问

世，并迅速投入到高科技领域，才解
决人类社会应用的燃眉之急。这个集
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高科技宠儿，在中
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众多国家近
半个世纪的研究推动下，获得了长足
进步——浮点运算速度从最初的几亿
次提升到了今年的 14.86亿亿次，应用
领域更是覆盖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
面面。

从弹道到情报再到战

机试验——

在现代战场上玩

出新花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
轴心国双方同时使用了战斗机和火
炮，打击对方军事目标。想要打击精
准，就要计算精确。世界上第一台计
算机就专门用于炮弹弹道轨迹计算。
这也注定了计算机乃至超级计算机自

“出生”之日起，就在军事领域中占据
着不可或缺的“席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现代战
争已不是互相投掷炮弹的简单战争，
超级计算机在军事领域的作用也不再
是简单的弹道轨迹计算。它以一个
“老兵”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新战场上，
肩负起不可替代的重任。

辅助指挥员决策是超级计算机军
用的一大功能。如果把“战场迷雾”
比作锁，那么计算机就是制作钥匙的
工具，配出钥匙的性能象征着计算机
的运算能力，超级计算机就是能配出
万能钥匙的高级工具。相比普通计算
机，利用超级计算机处理海量情报信
息就如同探囊取物般简单。举个例
子，用一台普通电脑，需要 200 个小
时。这在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下，显
然失去了应有的意义。超级计算机仅
需咳嗽一声的时间，就能完成破解，
大大缩短了己方在战场上的决策周
期，从而把握行动优势，在关键时刻
扭转战局。

筛选挖掘有用信息是超级计算机
军用的另一功能。2013 年 6 月，美国
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的暴露，在
世界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该项目致
力于通过收集、筛选大量用户数据，
进而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

如何通过迅速的筛选和处理来实
现数据潜力的最大化挖掘？超级计算
机彰显出巨大价值。试想，在未来战
场上，通过侦察卫星、探测雷达等手
段获取敌方信息，再利用超算平台实
现海量数据的整合、筛选和印证，做
到“发现即摧毁”并非难事。

与此同时，超级计算机在飞行器
制造领域也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
许多国家的战机能够在短时间内被研
制出来，超级计算机功不可没：在初
步设计阶段，超级计算机可代替风洞
试验，成为战机主要的设计校核手
段；在详细设计阶段，超级计算机又
能较为精准地对战机附近空气流动和
本身受力情况进行分析运算，甚至可
直接提供设计数据。

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未

来可期——

中国超算一步一

个脚印向前迈进

回顾中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史，我
们不难发现，自 1983年“银河一号”超级
计算机问世以后，中国的超算事业迅猛发
展，并以让世人惊叹的速度跃升至国际先
进水平。
“银河”系列，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少

数几个能发布 5至 7天中期数值天气预
报的国家之一；“曙光”系列，标志着中
国生产、应用、维护高性能计算机的能
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天河”系列，运
算速度首次突破每秒千万亿次大关；
“神威”系列，作为中国首台自主研发产
品，多次跻身世界超算 500强榜单。据
悉，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榜单
于 6月 17日新鲜出炉，中国的“神威·太
湖之光”在连续4年夺冠后又名列前三。

但要指出的是，衡量一个国家超级
计算机水平的高低，不只取决于运算速
度，还取决于实际应用。我们的超级计
算机应用正“飞入寻常百姓家”，特别是
体现在“衣食住行”上：

穿要穿得舒适——通过它对高分
子材料的模拟，来开发品质更高的服装
材料；吃要吃得健康——用它作基因测
序分析可优化农作物质量，作高性能数
据分析指导食品工艺优化；住要住得安
心——通过它模拟地震波传播过程，帮
助地震学家直观地分析灾害过程，可增
强地震研究处理能力，有效预防地震灾
害或降低其带来的巨大危害，提升居住
安全系数；行要行得放心——通过对云
层和大气流运动走向的模拟进行天气预
测，最大程度规避出门在外气候突变没
有及早准备等的尴尬局面……

除此之外，中国超级计算机还在石
油资源勘探、天体运行研究、电影特效
设计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有
理由相信，“上知天文地理、下晓鸡毛蒜
皮”的超级计算机，会为我们的生活增
添一抹抹更加亮丽的色彩。

上图为超级计算机工作原理示意图。

制图：郑 毅

超算：计算机家族中的“神算子”
■蒋 玥 郭祥龙

长途运输，驾驶载重货车不分昼

夜在道路上行驶，司机十分辛苦。最

近，瑞典Einride公司开发的T-pod自

动驾驶电动卡车，有望使货车司机从

辛苦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款没有驾驶室的车型，货

箱空间充裕。整车长度7米，而货箱

长就有6.4米。货箱可容纳15个标准

货盘，满载负重 26吨，将节省 60%成

本。配备有 200千瓦时的锂离子电

池，能耗很低，续航里程达200公里。

卡车速度可达85公里/小时。

T-pod采用混合无人驾驶的方

式——在高速公路上自动驾驶，在主

要城市道路上则会切换到远程控制模

式。同时，由于智能交通技术的运用，

云端可同时控制10辆卡车。据悉，该

型自动驾驶卡车将在物流、采矿和垃

圾收集等行业中大显身手。

自动驾驶卡车

近期，迪拜道路交通管理局宣布，

全球第一款可载客无人驾驶飞机“亿

航184”将在迪拜投入使用。

这款飞机结构简约，体态轻盈。

它拥有8个旋翼和4支外伸机臂，自重

不到100千克，最远飞行距离可达50

公里，最大航速 160公里/小时，限载

客1人。

“亿航 184”最吸睛之处就是“共

享”。同共享单车一样方便，兼具“外

卖点餐”一样的快捷特点。“叫飞机”

时，只需要在APP上“下单”，飞机“接

单”后即从附近起飞，精准降落到雇主

身旁；“还飞机”时，用指尖轻触“行程

终结”，飞机将自动处于“待客”状态。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系统会实时

采集分析传感器上的各项数据，适时

进行预警，确保途中万无一失。

自动驾驶飞机

Yara是世界上最大的矿物化肥生

产商，每年在挪威有4万多趟的陆上

货运往返两地，产生的空气污染给当

地居民健康带来了威胁。为此，他们

为自己量身订做了全球首艘自动驾驶

电动集装箱船YaraBirkeland。

YaraBirkeland按照现代化标准

进行小型化设计，容量为100-150个

集装箱，仅一艘就耗资2500万美元，

是相似规模常规船只的3倍。但因无

需燃料和船员，反而能节省高达90％

的年度运营成本。

据悉，该船使用全自动海上货运

技术，离港、靠港全靠船上的位置与距

离传感器，无需人力介入。只要在货

船上装妥定位及传感器，即可在远程

使用极少人力监控整个海上货运过

程。不像传统燃料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与燃烧废料，YaraBirkeland为零碳排

放的全电力货船。

自动驾驶货船

从籍籍无名到举世瞩目，从追求速度到重视实用。日前，华
为系列芯片在我国首个以“超算”为主题的科技园中实现规模应
用。人们在感叹超级计算机功能强大的同时，不禁发出疑问：超级
计算机的发展现状是什么样子？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今天，超级计算机在人们心中已不再只是一个高速度、强运算

力的高科技产物。在日常生活中，超级计算机的影子无处不在：通
过天上的一片云就能算到何时成雨、下雨；通过技术模拟就能在舞
台上形成“穿越”时空对话的效果……

种种迹象表明，超级计算机的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算天算
地再算人，未来一切皆可算”。

4 月 22 日，被称为“中国人造太
阳”的中国环流器 2号A（HL-2A）核
聚变实验装置，首次大规模对外开
放。这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一些科幻和科普作家纷纷组团前来近
距离参观。

近几年来，我国大科学装置——
“中国人造太阳”，一直在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向前推进。去年
11月，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披露，“中国人造太阳”的加热功率
已超过 10兆瓦，等离子体储能上升至
300千焦，其中心电子温度首次达到了
1亿摄氏度、运行时间近10秒钟。

这表明，中国核聚变研究又取得重
大突破，实验参数日益接近聚变堆稳态
运行模式所需要的相关物理条件，朝着

未来聚变堆实验的运行迈出了极为关键
的一步。前不久，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又发布消息称，“中国人造太阳”
环流器2号M装置将于今年建成，有望
将电流从我国现有装置的 1兆安培提高
到 3兆安培，预示着中国的核聚变研究
还将不断获得重要成果。
“人造太阳”是 ITER 计划中建造

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俗称。ITER计
划的全称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
划，是目前除国际空间站外，全球规

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又一国际大科
学合作工程项目。其主要目的，是通
过能产生大规模核聚变反应的超导托
卡马克装置，实验并模拟太阳发光发
热的核聚变过程，探索核聚变技术商
业化的可行性，最终为人类提供源源
不断的清洁能源。由此，超导托卡马
克装置被形象地称作“人造太阳”。

目前，合作承担 ITER计划的一共
有 7个成员，分别是欧盟、中国、美
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他

们于 2006 年正式签署联合实施协定，
启动历时 35 年的 ITER 计划。其中，
建造阶段 10年，运行和开发利用阶段
20年，去活化阶段 5年。

在 ITER计划的总体框架下，中国
在前期核聚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自
行设计和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圆截
面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EAST），简
称为“东方超环”。它是一个磁约束核
聚变实验装置，能实验并模拟太阳的
核聚变过程，是世界上第一个EAST。

EAST自从 2007年 3月通过国家验
收以来，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研
究和实验成果，不但在高性能、稳定
态、长脉冲等离子体方面成绩骄人，而
且在超高温、超大电流、超强磁场和超
高真空等方面实现了多项极限跨越。比
如，拿氘和氚等离子体中心电子温度这
一重要指标来说，EAST先是 2016年达
5000万摄氏度，接着是 2017年达 8000
万摄氏度，而去年 11月进行的那次实
验，又创造了 1亿摄氏度、运行时间近
10秒的新世界纪录，表明中国核聚变研
究和实验正在稳步向前推进，并始终走
在国际竞争的最前列。

在中国科技人员的不断努力下，
用不了多久，EAST的实验成果还会更
上一层楼，即等离子体中心温度在 1亿
摄氏度时，至少能持续 1000秒钟。到
那时，中国就可能实现持续的可控核
聚变，全面掌握聚变实验堆技术，为
下一代核聚变装置建设奠定坚实的技
术基础。

升起一轮“人造太阳”
■王 群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以法规政策的形式鼓励全社会尊重科

学、尊重人才，激励科学家群体勇攀

科技高峰。

发展国防和军事科技，一代又

一代科学家付出了很大牺牲和奉

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防工业

基础异常薄弱的情况下，钱学森等

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创业、勇攀高

峰，先后实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以及第

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而让中

华民族的腰杆子硬了起来。

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每年出差 130

多天，经常一犯病就吃速效救心丸，

吃了药马上投入工作，被外界称为

“科研疯子”。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

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

我国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

我军爆炸力学与核试验工程领

域专家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晚

期”后，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我还

有多少时间，我好安排工作”。在去

世的当天，林俊德依然不顾医生和

家人的劝说，坚持带着氧气罩坐在

床上整理资料……

科学家们这种心怀祖国、不怕牺

牲、勇攀高峰的精神，让人民军队现

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

讨不来的，国防和军事核心技术更是如

此。国防和军事核心技术不同于一般领

域的核心技术，它关系到军事力量的比

拼，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从原子弹

到核潜艇，从大型驱逐舰到国产航母，

从歼-20到运-20……一个个大国重器

的诞生，是无数科学家用智慧、心血和

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

科技创新是“研为看”还是“研

为战”，考验着国防和军队科技工作

者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我们现在

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

到半山路更陡”的关键时刻，面对的

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

则退、非进不可的非常境遇。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必须以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身国防

和军事科技创新，争取用最短的时间

把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部队，不断提

升部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能力。

古人云：“事者，生于虑，成于

务，失于傲。”伟大梦想不是等得

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

的。广大国防和军队科技工作者应牢

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勇担时代重任，

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识和毅

力，投身科技创新，为科技强军做出

应有的贡献。

用科学家精神助推科技强军
■张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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