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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亮相——
展位上的资料被一抢而空

2016年6月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
际超算大会上，付昊桓受邀作了报告。此时他的
头衔已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

原来，2015年底，无锡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运
营和管理超算平台的团队。因为有暑期合作的基
础，无锡相中了清华大学教授杨广文的团队。作
为团队中的研发负责人，付昊桓跟随杨广文奔赴
无锡。

“神威·太湖之光”也来到了无锡。2016年，
“神威·太湖之光”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安装
使用。

付昊桓在国际超算大会上做的报告结束后，
无锡中心展位突然涌来了大批参观者，展位的地
毯都被踩得卷起边儿。参观者好奇地问着各种问
题，几百本宣传资料被一抢而空。

这是“神威·太湖之光”首次亮相国际舞
台，可谓一鸣惊人。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新一期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神威·太湖之
光”荣登榜首。

“神威·太湖之光”有多快？它是世界首台峰
值运算能力超过每秒 10 亿亿次、拥有千万核的
超级计算机，1分钟的计算能力，相当于全球70
多亿人同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

超级计算机是为解决工程和科学中的重大难
题而生，因此如何应用是关键。“神威·太湖之
光”成为世界最快计算机后，不少超算专家抛出
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赢得了超算“速度战”，还
能不能赢得“应用战”？

零的突破——
让评审委员会主席感到惊讶

2016 年，无锡中心团队作出了一个雄心勃
勃的举动——申报“戈登·贝尔奖”。“戈登·贝
尔奖”被称为世界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的“诺
贝尔奖”，自1987年设立以来，从未有中国团队
获奖。

在冲刺“戈登·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月里，
团队成员们开启了“7×24小时”模式。对于那
次备战，并行优化部主管刘钊记忆犹新。

“大量数据需要在‘神威·太湖之光’上处
理。办公室角落里堆放着行军床，每个人的办公
桌上都摆着洗漱用品。”刘钊说，他们有时候每
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经常有人忙到凌晨三四点钟
才休息。

大伙儿这么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怕浪
费钱。超级计算机用电量大，“神威·太湖之光”

运行一天，电费就要20万元左右。“我们通宵调
试和运行程序，这样机器的利用率才能最大
化。”刘钊说。

经过一个个灯火通明的夜晚，时间走到了
2016年 11月 17日。这一天，在美国盐湖城，一
年一度的“戈登·贝尔奖”正在揭晓。

基于“神威·太湖之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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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项目是由中科院软件所等单位与国家超级计算
无锡中心合作完成的。项目名称被念出来后，付
昊桓淡定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是中国超算应用团队近 30 年来首次获得
“戈登·贝尔奖”。有评论指出，这次“零的突
破”标志着中国科研人员正将超算的速度优势转
化为应用优势。

1年后，由付昊桓团队完成的“非线性地震
模拟”应用再次斩获“戈登·贝尔奖”，实现了中
国超算应用在此项大奖上的蝉联。

有一组数字同样令人振奋。2016年，全球有
6个项目获“戈登·贝尔奖”提名，其中基于“神
威·太湖之光”的应用占 3 个，占据半壁江山。
2017 年，有 3 个项目获提名，其中基于“神威·
太湖之光”的应用占2个，占比达到了2/3。

“戈登·贝尔”奖项评审委员会主席曾这样
表示，“我们很惊讶你们有这种毅力，把这样
一座‘大山’搬了过来。”“大山”指的是百万
行代码，付昊桓团队为什么要“搬”这百万行
代码？

冲破封锁——
核心部件全部国产化

30多年前，摆在中国超算用户面前的是一个
神秘的“玻璃房”：美国人把一台超级计算机卖
给中国，用不透明的玻璃包裹得严严实实，中国
技术人员未获授权不得入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个所谓的超级计算
机，充其量只是一台高性能电脑。但对当时的中
国来说，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国家超级
计算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说。

上世纪末，中国迈入独立设计和制造超级计
算机的国家之列，但在核心处理器等关键部件与
技术方面受制于人。

步入“十二五”，在国家“863”项目重点支
持下，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不断取得突破。在

“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 强”榜单上，“中国制造”
的身影越来越多。内置英特尔芯片的“天河二
号”异军突起，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实现“全球超
级计算机500强”六连冠的超级计算机。

然而，2015年4月，美国政府宣布，把与超
级计算机相关的 4 家中国机构列入限制出口名
单，这直接导致“天河二号”无法如期完成攻关
目标。

每次技术封锁带来的都是自力更生。经过大
力研发，2015年底，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成功研制出“神威·太湖之光”，它首次采
用国产核心处理器“申威26010”，实现了所有核
心部件的国产化。随后，“神威·太湖之光”在无
锡安装运行。

只有 5 厘米见方的薄块“申威 26010”成为
中国打破技术封锁的一柄利器。25平方厘米的方
寸之间，集成了 260 个运算核心、数十亿晶体
管，达到了每秒3万多亿次计算能力。

从此，中国在高性能计算及应用领域拥有了
更强的话语权。今年6月发布的“全球超级计算
机 500 强”榜单中，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占据 226
席，数量继续位列全球第一。

硬件诞生了，软件开发就成了下一个挑战。
“神威·太湖之光”采用的是全国产的新型片上融
合异构芯片，原有基于国外x86架构设计的大量
科学及工程计算软件，无法直接在“神威·太湖
之光”上高效运行。

在进行“全球气候模式的高性能模拟”研究
时，甘霖就要面对这个挑战。他是付昊桓在清华
大学带的第一个博士生，还是国家超级计算无锡
中心主任助理。

甘霖说，一般的应用也就几千到几万行代
码，而地球系统模式代码近百万行。这些是各
国气候学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对大气、海
洋、陆面等各个圈层变化机制的理解，每个人
写代码的风格不同。为此，他们需要逐条进行
代码的转换、移植乃至重新设计，最后才能为

“神威·太湖之光”所用，这是个“愚公移山”
的过程。

“移山”之路是布满困难和阻碍的，“神威·
太湖之光”在应用之路上能迈开步子吗？

广受认可——
从“毛头小子”到“专家”

2016 年 6 月，“神威·太湖之光”一举成名
后，很多人慕名而来，寻求合作。乔宇是 2017
年进入应用平台开发部的。入职不久，他所在团
队接到了上海一家发动机生产企业的合作项目。

出乎乔宇意料的是，他第一次与上海方面
的人见面时，对方竟是一脸不屑。原来，无锡
中心的这支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瞧着一张
张稚嫩的脸，客户心里没底：这群“毛头小
子”能行吗？

一年时间，团队不仅出色完成了项目，还顺
手帮对方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结项时，对方改
称他们为“专家”。“我们的团队逐渐受到认可，
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了。”乔宇说。

从 2016 年 6 月 20 日平台开放以来，国内外
多个应用项目通过使用“神威·太湖之光”获得
突破，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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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

“神威·太湖之光”成功实现对“天宫一号”
回收路径的精准模拟，20 天完成了原本需要 12
个月的计算量；“千万核可扩展大气动力学全隐
式模拟”可以让天气预报精确地推测出下一分钟
一公里范围内的气候详情……

尽管取得了这些亮眼的成绩，团队成员们仍
在马不停蹄地奋战，为的是让运算再快一些。

最近，刘钊在忙一个项目——对500年来全
球大气和海洋数据进行模拟。根据计划，这个
项目将耗时 1 年。“后来，我们又不断对算法进
行优化，预计三四个月就能完成这个项目。”刘
钊说。

在“神威·太湖之光”不断创造奇迹的同
时，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背后的应用团队：这是
一群怎样的人？

聚集人才——
在高铁上写完博士论文

甘霖是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性
能专委会杰出新人奖”获得者，是摘得该奖的
首位中国学者。

攻读博士期间，甘霖加入了“神威·太湖之
光”应用研发团队。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几乎
每周都要往返北京和无锡一次，单程 5 个小时，
这成为甘霖宝贵的论文写作时光。

甘霖回忆说：“高铁座位舒服，干扰也比较
少，很适合写文章。”他的博士论文，大约 3/4
是在高铁上完成的。有意思的是，一次，他的邻
座是一位地球物理勘探领域的教授，交谈一番
后，他还收获了一些论文修改意见。

2016年初，即将博士毕业的甘霖，拿到了几
家企业的工作邀请，工作环境和薪水都很诱人。
那时，“神威·太湖之光”的应用研发工作也走到
了关键节点。是去企业，还是留在“神威·太湖
之光”应用团队？甘霖选择了后者。“能将个人
努力和国家科学进步联系在一起，是一件非常幸
福的事。”甘霖说。

很快，在导师的带领下，甘霖与团队其他成
员一起来到无锡，开始为国产超级计算机打造属
于自己的应用。

甘霖说：“年轻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
有足够的时间去尝试，10个想法里只要有1个是
对的，就能创造出巨大的变革。”

为解决特定领域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无锡
中心推出一种全新的机制——与应用单位共同成
立专题联合实验室，实验室负责人由应用方学科
带头人担当，无锡中心提供计算与应用支持。

杨广文认为，超算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学
科，“要让不同专业方向的科研人才聚集在一
起，合力干一件件大事。”

﹃﹃
神
威
神
威
··
太
湖
之
光

太
湖
之
光
﹄﹄
团
队
创
造
世
界
超
算
应
用
奇
迹

团
队
创
造
世
界
超
算
应
用
奇
迹

他
们
搬
动
了
百
万
行
代
码

他
们
搬
动
了
百
万
行
代
码
﹃﹃
大
山
大
山
﹄﹄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潘
旭
涛

潘
旭
涛

又是夏季又是夏季。。在江苏无锡蠡湖畔一座大楼里在江苏无锡蠡湖畔一座大楼里，，
10001000平方米的房间内平方米的房间内，，除了空调声除了空调声，，听不到任何听不到任何
声音声音。。

55年前的一个夏日年前的一个夏日，，付昊桓走进了这座大楼付昊桓走进了这座大楼。。
彼时彼时，，这位这位““8080后后””清华大学教授带领清华大学教授带领2020多名师多名师
生来此生来此，，想借用这里的超算资源想借用这里的超算资源，，研发气候模拟软研发气候模拟软
件件。。当付昊桓抬头看到当付昊桓抬头看到““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1010个大字时个大字时，，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11年后年后，，这个名字会蜚这个名字会蜚
声海内外声海内外。。

20162016 年年 66 月月，，新一期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500
强强””公布公布，，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神
威威··太湖之光太湖之光””夺冠夺冠。。此后此后““神威神威··太湖之光太湖之光””连续连续
四次雄踞四次雄踞““全球超级计算机全球超级计算机500500强强””榜首榜首。。

20162016年年1111月月，，基于基于““神威神威··太湖之光太湖之光””的应的应
用成果折桂用成果折桂““戈登戈登··贝尔奖贝尔奖”，”，实现了中国在该奖项实现了中国在该奖项
上上““零的突破零的突破”。”。

近日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本报记者采访了““神威神威··太湖之光太湖之光””超算超算
应用团队应用团队，，听他们讲述中国超算奇迹背后的努力与听他们讲述中国超算奇迹背后的努力与
付出付出。。

走近创新团队⑤走近创新团队⑤

2015年底，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神
威·太湖之光”的研制。

2016 年 6 月，“神威·太湖之光”荣登“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榜首，此后连续四次蝉联第一。

2016年11月，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千万核可扩展
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项目获得“戈登·贝尔奖”。

2017年11月，基于“神威·太湖之光”的“非线性大地震
模拟”项目获得 “戈登·贝尔奖”。

资料来源：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神威·太湖之光”大事记

运行中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供图

“神威·太湖之光”超算应用团队与“神威”超级计算机合影。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供图

2018年，甘霖（右一）获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高性能专委会杰出
新人奖”。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供图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