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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信息时代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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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办的企业怎能眼睁睁看着它
从行业第一跌落？心底“烧”着这份不甘
心，清华出身的文辉在 2013 年 6 月告别了
北京亚都室内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的位置，成为北京清华阳光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新任总裁。

10 多年前，清华阳光还是我国太阳能
热利用领域的行业老大。国内首条年产百
万支真空集热管的生产线，首条太阳能热
水器自动生产线，行业内首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强大的技术实力让这片“阳
光”耀眼业内。

可校办企业的受限思路及国企股权的
掣肘，让这个曾经的王者未能逐上本世纪前
10 年太阳能光热行业的发展大潮，令人惋

惜地跌落到了行业 20 名左右。复兴，成为
压抑在所有清华阳光人心中的一个梦。

文辉来了，带着从纯粹民企走出的鲜活
的市场气息。这位阳光勇士理性而系统的
复兴规划早已成竹在胸：“现在是我国太阳
能热利用的转型时代。如果说以前是在谋
技术和市场的‘深度’，现在则要谋‘宽度’。”

跨领域融合成为了文辉的主战术。在
他看来，要让太阳能一时间完全取代其他
能源的思路是过时的。相反，以太阳能参
与、辅助方式联合其他能源共同满足用户
需求，把能用的太阳能先充分用起来，是太
阳能热利用短期内扩大应用、释放优势的
明智之选。

“开放的企业才能长久。”带着这样的思

路，文辉一上任就积极开启了他的“跨界外
交”。“太阳能在多能源组合上的潜力是无穷
的，可以跟燃气、热泵、生物质、壁挂炉等进
行优质组合。”这个开放性思维立刻收到了
成效。就在今年，清华阳光的“太阳光热、空
气源热泵与地板辐射优化集成供暖系统”通
过新产品鉴定，正势不可挡地冲向市场。

除了跨领域融合，文辉将复兴的另一
着力点放在了工程市场上。“相比主要面向
乡镇农村的零售市场，工程市场更注重品
牌及品质，对后期服务要求也更高，这就给
了我们更多展现技术和人才优势的空间。”

“打造工程品牌”，成为清华阳光矢志
不渝的目标。

相比零售的“一对多”，不用特别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特点，工程市场则是“一对
一”，要为每个工程“量身定做”。这就要求
人才既懂技术，又懂销售，既会指导，还要
会沟通。“我们正在实行三个 20 人计划，加
大工程技术人员、35岁以下青年骨干、应届
毕业生这三个群体的引入和培养力度。”文
辉说。

“ 在 亚 都 ，我 用 了 20 年 做 了 两 年 的
事。而在清华阳光，我需要用两年来做 20
年的事。新的制度、管理、规划⋯⋯太多东
西亟须我们在短时间内建成了。”

专家预期，太阳能光热行业将从现在
1000 亿左右的市场规模上升到数万亿。
群雄争霸愈演愈烈，以文辉为首为复兴而
战的阳光勇士们早已双拳紧握。

什么是计算机体系结构？“用

英 文 来 表 达 可 能 更 准 确 一 点 ，

Computer Architecture， Com-

puter 指 计 算 机 ， Architecture 一

词，在英文中原意是‘建筑’，引

申为‘体系结构’。”中科院计算所

所长、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孙凝晖解释说，“体系结

构”换成“架构”可能更容易理

解，“就像建筑师决定了房子的整

个架构一样，计算机的体系结构，

最终决定了计算机系统的性能”。

“围绕超并行计算机系统和多

核处理器开展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前

沿探索⋯⋯为高性能计算机系统和

高性能处理器设计领域的发展持续

提供创新方法和关键技术。”在实

验室的简介中，从充满专业词汇的

表述里，我们隐约可以窥见这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所肩负的使命——绘

制中国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蓝图。

而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微处理

器，则正是实验室给国人的两份漂

亮答卷。

要问高性能计算机、微处理器

有什么了不起？大数据、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在当下这些时髦概

念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他们的支

持；就连我们平时上网浏览信息，

用手机刷“围脖”、看视频、玩游

戏，也都离不开服务器端的一台台

高性能计算机和其中的微处理器；

科学研究，油田开采，新药创制，

汽车、飞机、船舶制造，乃至 3D

科幻电影大作 《阿凡达》 的特效制

作⋯⋯可以说，高性能计算机的应

用几乎无所不在，微处理器的身影

更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我们处

在一个信息时代，而计算机就是整

个信息时代的基石。”孙凝晖如此

评价。

这一评价并不为过，我国许多

令世人瞩目的重大科技成就的背

后，离不开自主研制的曙光高性能

计算机的鼎力支持。嫦娥三号成功

登月，曙光机为飞船在目标轨道计

算、空间碎片定轨计算等方面提供

了诸多服务。在保障国家信息安

全、推动电子政务，以及服务于清

洁核能、生命科学、石油勘探、航

空航天、电力系统等国家重大战略

性应用，曙光机为促进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阳光勇士的复兴之战
本报记者 董碧娟

说起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

点实验室，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十分

陌生而又神秘莫测；说起中国科学

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很多人可能也

并不知道联想、曙光、龙芯这些令

国人扬眉吐气的名字背后，到底和

它有何渊源。作为我们国家在计

算机体系结构方向上设立的首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神秘的面纱背后，

到底是何庐山真面目呢？

实验室速写

计算机体系结构

国家重点实验室

本版编辑 陈建辉

在中科院“创新2020”新时期，计算所的
定位是要做“计算机产业的技术源头”。在孙
凝晖的“梦想蓝图”中，国家重点实验室将是
我国计算机产业技术创新“源头的源头”。

“对于计算机这种具有很强产业导向的
学科来说，仅做知识发现是不够的，也不是
发发论文就可以的。我们希望研究成果对
于整个产业的发展产生比较重大的影响，这
是我们和一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实验室
不同的地方。”孙凝晖希望更多地肩负起驱
动产业发展的重任。“科研力量向一线倾斜，
鼓励科研人员深入到第一线，包括与企业合

作研发它们真正需求的产品和技术。”实验
室最年轻的研究员陈云霁说，“我们做的工
作都是跟产业、跟实际的应用结合得非常紧
密的，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研究。”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李晓维解释到，实验
室是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实验室，其特色是技
术的辐射作用，很多技术创新的源头来自于实
验室。通过创新方法到关键技术，由产品原型
到产品，再到推进产业化，形成一条“想得到、
做得出、用得上、卖得掉”的产业生态链。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当年李国杰院士的
下海创业，创办了曙光公司，干起了自己并

不熟悉的企业；正因为如此，他才迎难而上，
敢于在专利丛生的通用芯片领域领导龙芯
团队杀出一条血路。曙光高效能计算机已
成为世界上速度最快、性价比最好的机群系
统，2009 年至 2013 年连续 5 年取得中国市
场占有率第一名的成绩。以曙光刀片服务
器为主的产品近三年累计销售额超过 21 亿
元，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孙凝晖介绍，从“强调价值导向的研
究”这一宗旨出发，实验室肩负三大使命，
一是为提高我国计算机体系结构整体研
究水平作出贡献；二是弥补本土创新链条
的欠缺，加强“源头”的创新力度；三是作
对中国信息产业有价值的研究。具体而
言，实验室要在十年之内完成两大突破，即
研制艾级超级计算机和十亿级高通量计算
机，以及研发出解决数据处理难题的数据
处理器（DPU）。

在各种类型的计算机中，高性能计算机
尤为重要。它又称战略计算机，代表着计算
机领域的最高水平，一直被视作一个国家高
科技实力的标志，也是世界各国竞相争夺的
科技战略制高点。通用微处理器，也就是
CPU，则是计算机产业的核心技术之一，对
国家的信息产业发展以及信息安全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IBM、英特尔、惠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
字，几乎代表了美国的核心产业竞争力。”中
科院计算所所长、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孙凝晖告诉记者，在我国自主研
制出曙光高性能计算机和龙芯 CPU 之前，

这样重要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我们自己基本
不掌握核心技术，完全受制于人。西方也一
直将高性能计算机列在禁止对我国出口的
名单上，就连石油勘探、气象预报部门进口
的计算机都要在外国人的监控下使用。

说到曙光和龙芯，就不能不提到计算所
前任所长、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国杰院士。1988 年，李
国杰回国后，长期致力于计算机体系结构的
研究、开发工作，是计算所曙光高性能计算
机和龙芯 CPU 两项事业的领路人。计算机
体系结构实验室，也正是在李国杰院士的领
导和策划下诞生的。

1993 年，在李国杰的带领下，自主研制
出了我国第一台 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
构计算机——曙光 1 号，闯出了一条中国的
高性能计算机之路。曙光 1 号是我国“863”
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
掌握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
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
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

现在，在高性能计算机的世界舞台上，
曙光无疑已经占有了一席之地。曙光团队
解决了系统规模、计算密度、系统效能的三
大难题，实现了高效能计算机从十万亿次提
升 到 百 万 亿 次 、千 万 亿 次 的 跨 越 。 曙 光
5000A 位列 TOP500 第 10 名，是当时世界
上美国之外最快的 HPC；曙光 6000（星云）
位列 TOP500 第 2 名，实现了中国高性能计
算技术跨越式的进步。曙光团队的“曙光高
效能计算机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了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民族信息产业的“曙光”

采访这个实验室有点令记者意外：没有
想象中满目琳琅复杂的科研仪器设备和穿着
白大褂一脸严肃的科研人员做着古怪的实
验，这里就和普通的写字楼差不多，格子间里
每个人面前放着电脑而已。捕捉不到充满画
面感的镜头，只能欣赏思维碰撞的火花。

谈到我国信息产业的现状，李国杰院士
仍旧显得忧心忡忡。“在计算机领域，没有自
己的核心技术，所有的东西都是人家的，谈
什么信息安全？”他告诉记者，因为核心技术
是别人的专利，我国的著名通讯企业，每年
都要将收入的 5%至 7%向美国高通公司缴

纳专利授权费；不仅如此，自己所有的专利
技术还要让别人免费使用。“说到底是自身
实力不行，如果能让别人不得不用你的专
利，这样才能坐下来谈判。”

在信息科技领域，有个残酷的法则，就
是“赢家通吃”：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都会为
第一名所占有，留给第二名及后来者的机会
少得可怜。因此，尽管我们已经“从无到有”
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但如果不能做到第
一，实际上依然没有话语权。如何赶超，正
是计算所和实验室努力的方向。

“现在经常说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

象，实际上从学术到技术再到产业，中间有
两道断裂带。通常说的是我们缺乏从技术
到产品的转移，实际上从学术到技术之间，
也缺乏转化。我们希望为这两条鸿沟架起
桥梁，打通整个学术—技术—产业价值链
条。”孙凝晖所长也对产业报国寄予厚望。

科技如何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尽管
没有定论，不过在孙凝晖看来，产学研结合
的人才流转机制是个很好的途径。孙凝晖
鼓励科研人员和他的学生们去企业，或者自
己创业，计算所和实验室每年都有很多优秀
毕业生去大型公司的核心研发部门。实验
室副主任冯晓兵也提到，一般意义上理解的
技术转移只是把技术转移过去，而美国更多
的是“人带技术”一起过去。实验室跟华为
的合作，就是希望将来“人带着技术”一起转
移过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今年，实验室
毕业的多位博士都去了华为工作。

架科技产业的桥梁

做产业创新的源头

新发现

我揭示全新视网膜色素变性机制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聚氯乙烯是一种
重要的化工原料，但其基于汞催化剂的生产方式
却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为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竞
相进行重点攻关，试图开发无汞催化剂，实现聚氯
乙烯的无汞化生产。这一难题近日为中国科学家
攻克，找到一种纳米碳催化材料。相关结果近日
以研究报道形式发表在《自然—通讯》上。该项研
究为无汞催化剂的研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为最
终实现聚氯乙烯的无汞化生产开辟了一条崭新的
途径。该项目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潘秀莲研究员和包信和院
士带领的研究组在此方向获得重大突破。他们在
对纳米碳催化材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精确
控制碳化硅材料的处理过程，在其界面制造纳米
碳结构，并采用氨化等方法实现了氮原子在碳结
构中原位掺杂。在碳化硅表面形成的这种氮掺杂
的类石墨烯材料显示了优良的直接催化乙炔氢氯
化的性能。

新应用

上交会展现科技新生活

本报讯 记者董碧娟报道：“973”计划“近视
发病机理及干预的基础研究”项目研究团队近日
原创性发现了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视网膜色素变性
的高发致病基因 SLC7A14，并揭示了 SLC7A14
基因突变的发生率及其生物学机理。这是第一个
由国内科学家独立发现的常染色体隐性视网膜色
素变性致病基因，标志着我国在相关研究领域实
现了突破，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该成果也为
后续的疾病基因治疗和药物干预等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视网膜色素变性是眼科中最常见的
遗传病，由于已知致病基因超过 70 个，因而精确
诊断和分型一直是临床上的大难题。该项目首席
科学家温州医科大学瞿佳教授团队通过新一代测
序技术，成功在 2%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患者中找到
了全新的致病基因 SLC7A14，并深入开展了其致
病机制的研究。

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近

日开幕，展示了许多改变人民生活的新技术和新

应用。图为参展人员正在展示一款基于蓝牙技术

与手机互联的电子产品。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本报讯 日本物质材料研究机构研究小组近
日研究、合成了含有金和硅元素的新型超导化合
物。研究成果已在美国化学学会主编的《材料化
学》上发表。

该研究小组在 1500 度、6 万个大气压的高温
高压条件下，使金和硅以及二硅化锶等发生化学
反应，生成了被称为“SrAuSi3”的新型超导体，在
1.6K绝对温度下达到超导状态。经理论计算分析，
该新型超导体电子结构与原子序号较大的金元素
相比，电子数有增加、电子磁性和自旋轨道耦合均较
强，属于BaNiSn3构造的化合物。 （舒 云）

新成果

日本研制新型超导材料

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④

新突破

聚氯乙烯有望实现无汞化生产

新展会

中国扬州科技合作展示洽谈会举行

中国扬州科技合作展示洽谈会近日在江苏扬

州举行。图为工作人员演示“i-Robot 代步机器

人”。 庄文斌摄（新华社发）

高 性 能 计 算

机 和 微 处 理 器 应

用 的 领 域 十 分 广

泛，是信息时代的

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