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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飞 （左） 与团队成员在天河超级
计算机机房察看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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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朝 阳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工智能赋能教
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该区致力
于以AI赋能教学，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和
多样化发展。

图为近日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机器人
社团负责人张朋老师 （左） 在指导学生
俞欣雷调试一款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以人工智能赋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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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陈嘉庚
科学奖基金会与本报合作推出

以超算创新
促进产业链发展

把握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深刻认识创新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从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一般规律看，关键环节的创
新突破将带来整个创新链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在超级计算机、
人工智能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战略创新成
果，而基于超级计算领域的异构体系架构创
新，使中国形成了超级计算系统的自主信创
产业链。

例如，“天河”“神威”等超级计算机的
创新突破，引育了飞腾、麒麟、海光、曙
光、申威等基础软硬件与国产高速互联通信
等信创产品，形成一个涵盖自主信息技术研
发、生产、应用的全产业链体系，构建完成
自主信息技术产业生态，形成千亿规模的信
息技术产业集群，支撑培育新兴智能产业。

围绕超级计算在先进制造研发、生物医
药、油气能源、新能源新材料开发等重大产
业领域应用，中国进一步打造产业领域数字
化创新链。例如，结合天津“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定位及特色产业优势，国家超级计算
天津中心以天河系列超级计算平台为载体，
在先进制造研发领域构建起“先进材料研发+
先进产品设计+先进工艺优化+先进智能化运
维”的数字化创新链。

实践证明，超级计算技术的创新突破，

推动国产芯片、网络、操作系统以及应用管
理软件等产业加速发展，推动创新链与产业
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在更高
水平上促进高质量发展。

以算力发展
激发实现二次创新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
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
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超级计算作
为国家科技发展制高点之一，正在从研究走
向应用，越来越多地与行业、场景深度融
合，以蓬勃发展的算力激发诸多领域实现二
次创新。

超级计算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气候
气象、人工智能等数十个领域，成为大到可
以计算宇宙形成演化、小到能够模拟原子组
合的“算天、算地、算人”的“国之重器”。

在“算天”方面，超算助力解决气候气象与
空气污染等大气物理、宇宙起源演化等天体物
理重大基础问题，助力推进解决国产大飞机
研发设计、载人航天工程实施等重大工程问
题。

在“算地”方面，超算助力解决油气能
源开发中地下油藏分布、地下矿产分布的

“小地球物理”和地质演化等“大地球物理”
应用难题。

在“算人”方面，超算助力解密人类基因密
码、分子动力学特征等。同时，大科学、大工
程，特别是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深海一
号、白鹤滩水电站、港珠澳大桥建设等取得成
就，都离不开超级计算的贡献。超级计算已成

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经济社会发展
重大问题的“超级利器”。

以数字数值融合
实现数据增值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数据量和算力呈爆
炸性增长势头，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键生产要素，而充分释放数据价值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之一。数据要素
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
还在于对这些含有重要社会和经济价值的数
据进行专业化处理，也就是在于提高对数据
的“加工能力”，通过加工实现数据的增值。
因此，获取大数据与依托超级计算能力加工
大数据，成为数据要素发展的核心。

发展超级计算、推动应用创新，我们既
可以破解在关键信息技术领域遭遇的“卡脖
子”难题，也能够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
面获得领先优势。

长期以来，业内形成了通过高性能科学
与工程计算仿真、模拟来实现超算应用创新
的经典模式，其核心在于“计算 （数值） ”。
然而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发展，超算作为
大规模数据汇集、处理、反馈中枢的作用日
益凸显，“数据 （数字） ”成为核心。因此，
随着计算范式深度迭代、数据范式快速发
展，迫切需要基于超算构建数字数值融合装
置的数据处理系统。由于超级计算机架构变
得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这种融合不仅是能
力的融合，而且是多层级设施、多样性软
件、跨域性安全策略的系统性融合。

令人欣喜的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在上述领
域已取得一系列成就。比如，围绕超算数字数
值融合装置，我们实现了“技术—平台—应用”
的系统性突破，构建了汽车虚拟碰撞平台、
飞行器数值风洞、数值发动机、数值反应
堆、数值抗震装置等载体，并基于自主创新的

“天河—东方石油地震勘探行业平台”，推动中
国地震勘探处理业务向“云化”模式转变，在国
际上首次成功实施了“陆上宽频宽方位高密度
地震勘探关键技术与装备”等项目，已服务于
东方物探、大庆油田、中原油田等。再比如，

“中国材料基因高通量计算融合装置平台”，实
现多尺度自动流程计算、万级任务高并发等突
破，实现材料、物理、装备工程与计算、数据跨
领域协同创新，已在合金、电池、催化等材
料研发取得创新成效，并应用于核聚变、航
天装备创新等。

以算力算法等融合
支撑生成式AI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迅速，正

在作为新型生产工具融入社会生产各环节。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

算力作为新基础能源，通过人机协同新模式，
以“劳动者高技能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对
象多形态化”促进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推动了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以自然语言大模
型为基础，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使机器具备
了模仿、反馈人类思维的能力，将人工智能
从“赋能者”提升为 （潜在的）“协作者”，
其日益提升的文本生成、数据分析、代码生
成、图像生成等通用生成能力正空前广泛地
渗入生产、教育、工作等场景中，对生产方
式、思想认知、社会治理等带来前所未有的
影响。

算力、算法和数据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
础支撑，而超级计算在算力、数据存储方面无
疑单体最强。2023年5月，国家超算天津中心
发布了百亿亿级智能计算开放创新平台和国
产中文大模型——天河天元，将超级算力、数
据和算法融合，打造超算—智算多模态算力设
施，建立智算服务体系，以算为媒、以智为介，
深入对接各领域，支持各行业提高应用实效、
不断产出重大标志性应用成果，共同打造国家
级科技创新平台，有力拓展国产融合算力应用
生态，支撑人工智能算力爆发式增长需求，促
进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

天河天元大模型具有生成式智能的文本
生成、语音生成、视频生成全栈能力，已经应用
于港口、海关、医疗、政府公共服务等国计民生
重要领域。此外，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还与有关
方面联合研发公安小智、港口 PortGPT、环保
清云、中医灵枢等一批专业模型，它们在应用
中显现出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治理效能。

今年 4 月，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正式上
线，把全国众多超算中心连为一体，构建起超
算算力网络和服务平台，打造国家算力底座，
支撑新时代国家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应对重
大公共应急需求。这无疑是中国科技创新和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推动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

（作者为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天河应
用研发首席科学家，主要从事高性能计算、
人工智能与超级计算融合技术研究）

中国超算：
拓展应用场景 澎湃强劲动力

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背景下，超级计算作
为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引领，不断驱动自
主信息技术创新，并以其强大的算力优势，通
过数字化、智能化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成
为构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动量。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从根本
上变革人类科技创新范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推
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超级计算机
作为中国信息技术创新突破的代表性成果，历

经几十年发展，实现了从每秒亿次到千万亿
次、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速度突破，系统带
动了包括计算芯片、互联通信技术、基础操作
系统以及应用管理软件的创新，推动构建国产
自主信息技术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格局。

新质生产力要高科技、高效能、高质
量，核心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超级计
算在带动电子信息领域创新突破的同时，通
过高性能计算、高效数据处理、敏捷人工智
能创新，为重大创新突破、传统行业转型升
级、综合治理能力提升等提供强大动力。可

以说，超级计算能够广泛赋能千行百业，从
装备制造到航空航天、从油气能源到新能源
新材料、从气象环保到韧性城市、从生物医
药到医疗健康等，在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超级计算以
单体最强大算力的显著优势，结合行业规模数
据和前沿算法，正在创造更多前所未有的应用
场景，从而引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
重塑生产关系和劳动方式，对人类生产方式、
思想认知、社会治理等带来了变革性影响。

“天河”是中国超算
家族重要成员。

图为天河超算机房。
新华社发

超算助力港珠澳
大桥建设。

图为该桥岛隧工
程段。

新华社发

超算助力神舟飞船
返回舱精准着陆。

图为神舟十六号
返回舱着陆后情景。

新华社发

超算助力油
气勘探开发。

图为中国油气开
发利器“深海一号”。

新华社发

作者孟祥飞肖像画。 张武昌绘

加强品牌建设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在上海
举办的 2024 年中国品牌日活动上，超大
直径竖井掘进机“梦想号”模型、用于
刀盘焊接的智能机器人、“深海一号”能
源站模型等一系列大国重器星光闪耀，
展现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

地下空间是城市发展新的空间载
体。在中国品牌日配套活动中国品牌博
览会现场，记者看到，中国铁建中铁十
五局带来的超大直径竖井掘进机“梦想
号”模型引来各方关注。“梦想号”整机高
10 米，开挖直径达到 23.02 米，设备集开
挖、出渣、支护、导向等功能于一体。在水
下施工作业，最大开挖深度可达80米。

中国铁建中铁十五局集团参展商陈
紫萱介绍，“梦想号”所打造的垂直立体
式地下停车库是一个集设备、操作、监
控、维保、管理智能化于一体的现代化
智慧车库，304 个车位只需手机一键触
达，停取车时间平均仅需90秒。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刀盘焊接
是地下隧道施工利器盾构机组装的重要
环节。中国品牌博览会现场，中铁十四
局展示的用于刀盘焊接的智能机器人格
外亮眼。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技术中
心工程师马泽坤介绍，刀盘焊接机器人优
化了刀盘焊接效率和质量，可减少人力约
40%，提高施工效率约50%，目前已在京滨
城际铁路、通苏嘉甬高铁等工程应用。

首次亮相中国品牌日的中国海油也
带来一系列大国重器。“深海一号”能源
站模型、“绿能港”沙盘及“璇玑”系统
实物模型等展品，结合裸眼3D等展示方
式，让前来打卡的观众深入了解海洋能
源全链条前沿科技成果。

据介绍，“深海一号”大气田是我国迄
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
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其投产标志着
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能力已实现从300
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

此外，中核集团带来了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展示
模型、中国南方电网带来了电力行业首个
自主可控的电力大模型“大瓦特”……品
牌日活动上展示的大国重器覆盖能源、交
通运输、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展
示了中国科技“硬核”实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有宗、杜康、
王默玲）

“硬核”科技
成就大国重器

据新华社日内瓦电 （记者曾焱） 世
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公报表示，地球近
日出现几十年来最强地磁暴之一，全球
多地可见极光，凸显了预测具有潜在破
坏性的空间天气事件的重要性。

极光通常见于极地地区，然而近日
也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世界气
象组织说，这是太阳日冕物质抛射引起
的极强地磁暴所致。

该组织表示，地磁暴具有潜在破坏
性，可能对电网稳定、通信、卫星运行
等造成负面影响。所幸空间天气监测和
预测日益成为类似地面气象观测的业务
实践，本次地磁暴得到了准确预测。

世界气象组织：

空间天气预报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