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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迈向产业化 

科学时报 2008-12-30     作者：胡胜友 李雅清 

    本报讯 30秒内为驾驶员提供实时路况和最优出行路线信息，实现城市大范

围的交通流科学调控与均衡；8分钟完成单幅机载合成雷达数据成像，准实时精

确提供灾情评估和经济损失分析信息。12月26日，记者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

国产KD-50-I-E增强型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已成功应用于城市交通控制与管理、

防灾减灾，并将于明年在合肥、杭州以及淮河流域等更大范围推广应用，这标

志着国产高性能计算机向产业化迈进了一步。 

    去年12月底，我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龙芯2F”及其他

国产器件、设备和技术的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KD-50-I”在中国科大研制成

功，功能定位于大规模科学计算。为了让该项成果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

在中国科大“985工程”二期建设和安徽省科技厅的支持下，陈国良院士领导科

研团队大胆改进了计算节点的设计，提高了系统主频，采用纠错能力更强的存

储芯片、速度更快的交换芯片、合理的结构布局和新的生产工艺，使整机性能

得到大幅度提升，运行更加稳定可靠。今年11月，他们研制出了两台面向行业

应用的增强型高性能计算机KD-50-I-E，除具有高性能、高稳定特点外，通过配

置数据服务节点和其他应用部件，可灵活地构建出适应不同行业应用需求的万

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据了解，新近研制成功的两台万亿次计算机包括144颗“龙芯2F”CPU，已

分别应用于安徽省道路交通管理系统和安徽省减灾防灾雷达图像数据处理系

统，直接服务于生产实际和国民经济建设。安徽省智能交通工程技术中心的负

责人介绍，他们以该计算机为平台成功研发的FCD并行计算与交通动态诱导系

统，浮动车数据处理时间缩短了2/3，计算精度提高了20%以上，有效提升了交

通动态诱导系统的处理性能。该系统目前已经试运行于北京的浮动车数据处理

与交通诱导，有望明年应用于合肥市的城市交通动态诱导控制，并推广至杭州

和青岛等地。据该负责人介绍，安徽省交通信息网目前已经在该万亿次计算机

上运行，效果良好。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研究所用户介绍，如果用机载合成孔径雷达遥

测淮河洪水灾情，一个飞行架次可产生180多幅32k×64k尺寸的超大规模数据

集，过去，在PC服务器上生成单幅雷达图像需耗时两个小时，整个架次的成像

处理需要两周以上。现在，利用国产高性能增强型专用计算机，单幅数据的成



像时间仅为8分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淮河的灾情信息，为淮

河流域防洪减灾赢得先机。另据了解，在该万亿次计算机上研制的“基于机载

合成孔径雷达的高性能防洪减灾信息获取系统”将于明年建成，直接服务于淮

河流域的防洪体系联合调度与防洪减灾决策。 

    记者在机房现场看到，“KD-50-I-E”的体积仅相当于一台普通家用冰箱，

其功耗小于6千瓦，成本不到80万元人民币。这种低占地、低功耗、低成本和高

计算密度的“三低一高”特点，可直接推广应用在高性能计算教学和科研以及

国民经济建设的诸多方面，将为我国与日俱增的大型、密集、高性能计算需求

提供优良的服务，产业化前景非常广阔，已有多家企业正在洽谈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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