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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河二号算 1小时 13亿人算 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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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 

 



“天河二号”由 170个这样的机柜组成。 

 

工作人员在检查“天河二号”的供电情况。  

  继“天河一号”后中国超级计算机再次夺下全球速度之冠 可用于基因测序新车型研发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将于今年 10月进驻广州超算中心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

统，昨日正式被宣布成为全球最快的计算机。 

  北京时间 6月 17日下午，世界超级计算机 TOP500 组织在德国莱比锡举行“2013国际

超级计算大会”，“天河二号”以峰值计算速度每秒 5.49亿亿次、持续计算速度每秒 3.386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的优异性能位居榜首。这是继 2010年天河一号首次夺冠之后，中国

超级计算机再次夺冠。 

  昨天下午，国防科技大学、广州市人民政府、中山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天河二号”

工程副总指挥、新闻发言人李楠表示，作为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

有五大特点：一是高性能，峰值速度和持续速度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二是低能耗，能效

比为每瓦特 19亿次，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三是应用广，主打科学工程计算，兼顾了云计算;

四是易使用，创新发展了异构融合体系结构，提高了软件兼容性和易编程性;五是性价比高。 

  “天河二号”副总设计师卢凯介绍，“天河二号”自主创新了新型异构多态体系结构，

在强化科学工程计算的同时，可高效支持大数据处理、高吞吐率和高安全信息服务等多类应



用需求，设计了微异构计算阵列和新型并行编程模型及框架，提升了应用软件的兼容性、适

用性。“天河二号”服务阵列采用了由国家重大专项支持、该校研制的新一代“飞腾-1500”

CPU，这是当前国内主频最高的自主高性能通用 CPU。 

  “天河二号”是国家科技部“十二五”863重大项目立项研制的，将作为广州超级计算

中心的业务主机，今年下半年安装交付，主要应用于大科学、大工程以及产业升级和信息化

建设领域。 

  性能揭秘 

  速度比第二名快一倍 密度是第二名的 2.5倍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天河”大楼内，记者见到了由 170个机柜组成的“天河二号”。这

些机柜整齐地排列在近 800平方米的机房内，气势恢宏。170个机柜包括 125 个计算机柜、

8个服务机柜、13个通信机柜和 24个存储机柜。 

  “所谓超级计算机，就是在同时代里，运算速度达到最高级别的大容量巨型计算机。”

天河二号工程副总指挥、新闻发言人李楠介绍：“超级计算机有五个超级，就是速度超级快、

容量超级大、体积超级大、耗电超级多、造价超级贵。” 

  从速度上说，超级计算机目前已经进入 P级(千万亿次)时代，“天河二号”的峰值计算

速度达到每秒 5.49亿亿次。也就是说，超级计算机运算 1小时，相当于 13亿人同时用计算

器计算 1000年。相比起此前排名世界第一的美国“泰坦”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的运

算速度是泰坦的 2倍，计算密度是泰坦的 2.5倍。 

  目前，超级计算机在各国的应用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多与大科学、大工程有关。比如

日本的“京”，主要用于地震海啸预测、生命科学、新药研制，而美国的“泰坦”主要用于

研究气候变迁、核材料科学等等。“美国已经使用超级计算机研究出，日本‘3·11’海啸

中，波浪高度与地震产生的声波高度相关。” 



  随着系统规模的扩大，用电量也随之大增，如何降低能耗曾是各国在该领域都需面对的

问题，“天河二号”通过综合化的能耗控制，能效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在相同计算规模下，

耗电只是天河一号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天河二号”仍然存在“高耗电”的问题，据了

解，“天河二号”进驻广州超算中心后，其最高耗电将达 17.8兆瓦，相当于大学城 5所高

校耗电的总和。(罗桦琳) 

  硬件配备 

  广州超算中心本月封顶 十月将投入使用 

  在 4个月之后，目前安装在国防科技大学内的“天河二号”机柜，都将搬至位于中山大

学大学城校区内的广州超算中心，正式落户广州。据了解，广州超算中心占地 15000平方米，

其中主机房就占 7000多平方米，主大楼本月底就将封顶，今年国庆主机入场后，超算中心

将正式投入使用。 

  超级计算机广州负责人卢泽新透露，广州的“超算梦”从 2007年已经开始。“刚开始

时，广州对高性能计算机似乎没有太大的需求，但在这几年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发展后劲

不足、需要转型升级等问题，在做了全面的需求分析后，认为引入‘超级计算机’对社会及

科技发展都将带来很大帮助。” 

  据了解，“天河二号”是国家科技部“十二五”863重大项目立项研制的。2012年 3

月，国防科大与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签署合作协议，通过军民融合式发展，共建广州

超算中心，广州由此成为继天津、济南、深圳、长沙、上海之后，建公共超算中心的第六个

城市。(罗桦琳) 

  人才配套 

  中大设立国内首个超级计算学院 已招 30人 



  本报讯 (记者徐静 通讯员王丽霞、黄爱成)“天河二号”预计 10月份落户广州超算中

心，来到中山大学。记者从中山大学获悉，该校将成立国内首个超级计算学院，培养目前紧

缺的超级计算专业人才。 

  对中大来说，更好发挥学校的人才优势尤为重要，为此该校成立多个与超算中心相关的

机构。首先是成立超级计算学院，已招收 30位研究生，9月份将入校读书，这也是国内首

个超级计算学院。超级计算学院以超算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为主，下设计算科学系、

超算软件工程系、超算应用系、超算培训部等四个教学和人才培养单元，中大希望通过三年

左右时间，形成较为完备的超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将学院建成为在超级计算和相关领域具

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才培养基地。 

  此外，中大还成立了超级计算研究院和大数据研究院。前者主要培养超算应用人才，后

者重点开展大数据分析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大数据应用分析业务，为超算中心提供技术支撑及

开拓技术应用范围。记者获悉，中大还将争取教育部支持，在学校建设超算工程软件研究中

心，既作为整合校内资源的平台，也可作为引进人才的平台。 

  用途分析 

  引进来：过去一年已有 60多家应用单位 

  去年 5月，国防科技大学提供了一套 340万亿次的天河先导系统，让广州“小试牛刀”，

没想到短短一年已发展 60多家应用单位。这些“客户”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基因分析等

领域。 

  卢泽新一一介绍：“比如医药领域，一般情况下，超大规模的随机药物筛选，命中率仅

为 0.03%，耗资几百万美元。利用‘天河二号’可进行精确筛选，命中率可在 30%~60%之间，

耗资约几万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药物效果实验的代价。” 



  “又如基因测序领域，以 500人规模的全基因组信息关联性分析为例，华大基因利用自

有的计算机解算需要一年时间，而利用‘天河二号’只需三个小时。” 

  “再如广州的支柱产业——汽车业，如采取传统手段，新车型的研发一般要经过上百次

的真实碰撞，需要两年多的时间。而利用超级计算机，可以建立汽车碰撞模拟试验环境，得

到虚拟的汽车碰撞结果，大大减少真实碰撞的试验次数。利用‘天河二号’进行碰撞模拟，

只需 3到 5次真实碰撞，两个月的时间即可完成一款新车型的结构设计。” 

  卢泽新认为，超算中心与老百姓也有密切关系，比如，有了超算后，天气预报将更加准

确，预测时间也更长。又如，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可以用到“超算”。“现在广州有 20万个

摄像头，目前处于有事才找的状态，如果对这些信息进行管理、控制，进行数据分析后再加

以利用，对城市建设将产生帮助。” (罗桦琳) 

  走出去：澳门对于赌场数据分析感兴趣 

  “天河一号”在天津超算中心投入使用后，目前已构建形成了石油勘探、生物医药、动

漫与影视特效渲染、高端装备制造和地理信息五大高性能计算应用平台，业界期待“天河二

号”能开发出更多的应用支撑平台。 

  广州共有规模以上医药企业 76家，产值近 120亿元，均拥有极高的药理试验性数据运

算需求。广州及周边企业如何更好地使用超算资源，也成为超算中心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

正在试运行的系统，主要通过互联网为用户提供服务。但对于一些数据量特别大的项目，用

户就必须亲自来到中心。 

  “我们计划通过建立分中心，利用光纤与位于大学城的主中心连接，更贴近满足企业需

求。”卢泽新介绍，广州已有计划在番禺、南沙等地建立超算分中心，今年 5月在香港、澳

门举行推介会，两地政府都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澳门尤其关注赌场数据分析领域的计算。

(罗桦琳) 



  超级计算机能做什么? 

  可帮助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 

  交通工具制造：超级计算机可用来认识和改进汽车、飞机或轮船等交通工具的空气/流

体动力结构、燃料消耗和防撞强度，并帮助减少噪音，提高乘坐者舒适度。 

  气候问题：借助超级计算机建模预测气候变化，防范和减轻气候变化的破坏。 

  生物信息：从基因学的数据密集型研究到细胞网络模拟和大规模系统建模，超级计算机

将帮助寻找疾病治疗的方法。 

  地震监测：超级计算机对地震的模拟将帮助我们探索地震预测新方法，通过预警减少地

震人财物伤亡和损失的风险。 

  地球科学：地球物理学涉及大量数据处理和模拟，超级计算机在石油勘测等方面具有潜

在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天体物理：超级计算机模拟是天体物理学的基础，通过模拟时间进程并加速，可对天体

演变进行建模和理论试验。 (据新华社电) 

  中外学者 

  评说“天河二号” 

  “这台机器与美国的‘泰坦’大小相当，速度却是它的两倍，又是一项创新性进步。2001

年中国在 Top500上还榜上无名，而今天使用超级计算机的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这表明

高性能计算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的竞争优势。” 

  ——TOP500排行榜编撰人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加拉 



  “天河二号的进步不仅对中国的科学界和产业界有利，而且将推动数十年内世界超级计

算机的技术发展水平。这台机器和其他超级计算机为全球日益增长的大数据处理需求提供了

基础设施。” 

  ——美国英特尔公司副总裁雷杰伯·哈兹拉 

  “这是一部非常紧凑的机器，具有巅峰的性能表现。中国的成功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需要迈出更大的一步与中国超级计算机进行竞争。为科学研究提供更快更好的计算机是

计算机科学家的一个梦，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梦想成真。” 

  ——日本筑波大学教授、“京”超级计算机研制者大介博库 

  “‘天河二号’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之一，我相信科学家们能利用这一最新工具解决

科学领域的很多问题。在能源、环境安全等全球性问题面前，各国科学家和计算机工程师之

间应该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德国尤利希科学中心的塞巴斯第安·施密特 

  “天河二号在体系架构、互联网络、功耗、可靠性等方面的卓越性能，体现了我国超级

计算机研制综合实力的提升。让人欣喜的是，超算硬件平台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应用成果和

新的科学发现，让机器有了用武之地，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 

  “高性能计算是现代工程的关键技术。中国希望成为 21世纪技术的领先者，在高性能

计算方面的投入表明中国对此是严肃认真的。持续不断地研发更好的新系统保证了中国成为

高性能计算领域的重要角色。”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并行计算研究所主任威廉·格罗普 

  新闻评论 



  “天河二号”彰显中国竞争力 

  中国研制的“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 17日荣登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排行榜榜首，这

是时隔两年半后“中国造”再获此殊荣，“天河”也与“天宫”、“神舟”一道，成为国家

竞争力的一个象征。 

  “天河二号”登顶标志着中国在超级计算机研制的自主可控方面又迈出一步。 

  超级计算机是国家科研的一个基础工具，为解决经济、科技等领域一系列重大挑战提供

了重要手段，对提升综合国力也具有战略意义。毫无疑问，“国之重器”不能受制于人。“天

河二号”登顶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巨大努力收到了回报。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名中外专家不

约而同地指出，“天河二号”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研发。尽管“天河二号”

还使用英特尔芯片，但中国超级计算机将来拥有“中国芯”不是梦。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虽两次登顶超级计算机 500强排行榜，但要真

正在超级计算机的数量和整体实力等方面追赶上美国并达到世界顶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