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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辛）由上海大学材料基因组工程
研究院和上海材料基因组工程研究院主办的“材料基
因组科学技术论坛”日前在沪举行。中国工程院前院
长、中国材料基因组计划主要推动者徐匡迪，美国国
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材料基因组计划分委员会
主席 Cyrus Wadia 等作大会主旨报告，并就材料基因
组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研讨。

据了解，2011 年 6 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由美国
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倡导的 Materials Genome Initiative

（MGI）科技白皮书。MGI 中文被称为“材料基因组工
程”，旨在通过集成理论、计算、实验和数据库手段，将新
材料的发现设计、合成制备到服役应用的整个开发周期
从目前的平均约 20 年缩减到一半，而且成本更低廉。

我国学术界对MGI非常重视并迅速作出反应。仅隔
半年，在2011年12月举行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师昌绪、徐
匡迪等20多位院士和业界专家讨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材料基因组工程计划———“材料科学系统工程”建设。

此次论坛上，徐匡迪系统介绍了中国 MGI 的缘
起、与中国材料科学系统研究的衔接以及中国 MGI
的发展规划。身为美国政府材料基因组计划执笔人的
Wadia 则介绍了 MGI 计划的由来、推进、规划及其在
具体研究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处理办法。

研讨材料基因组工程
未来发展

学术·会议

材料基因组科学技术论坛

简讯

中国科大技术转移甘肃中心成立

本报讯近日，甘肃省科技厅和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签署关于建立中国科技大学技术转
移甘肃中心的合作协议。甘肃省副省长郝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朱长飞为中心揭牌。

中心将针对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科技需求
和重大关键技术难题进行联合研发，转移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兰白科
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加快甘肃省产学研
一体化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进程。（刘晓倩）

中国工业固废交易平台在晋运行

本报讯 日前，“中国工业固废交易平台”
在山西上线运行。这是山西多家单位联手打
造的国内首家专门从事工业固废资源综合
利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

据了解，该平台不仅可提供大宗工业固
废及产品的排放、贮存、流向、利用和处置等
数据信息，而且将通过建立工业固废利用技
术、产品、市场的信息库与专家管理系统，搭
建一个成果转化、技术推广、产品展示的服
务平台。 （程春生）

药品安全国际论坛在西安召开

本报讯 近日，由西安交通大学药品安全
与政策中心、美国哈佛医学院人口医学系、
西安交通大学药学院主办的“2015 药品安全
与政策研究国际论坛”在西安举行。

论坛上，来自中、美等国的近百名专家
学者围绕国际卫生政策、中国卫生政策、药
物政策研究、药物政策前言及卫生政策与体
系研究五个专题进行了交流。 （张行勇）

全国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
10月举行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中国药物滥用防治
协会获悉，由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三地相
关单位共同主办的 2015 年全国药物滥用防
治研讨会暨第九届内地及港澳地区药物滥
用防治研讨会，将于 10 月 11 日 ~14 日在四
川成都召开。

会议主题为“应对新挑战 法治与实践
多元化参与 关注青少年”，由中国药物滥用
防治协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澳门特别行
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共同主办。 （冯丽妃）

中国宣布向欧盟投资计划投资

本报讯 在日前于京举行的中欧经贸高
层对话上，中国宣布将向总额为 3150 亿欧
元的欧盟投资计划投资，从而成为第一个宣
布向该计划投资的非欧盟国家。

双方还签署了关于欧盟—中国互联互
通平台的谅解备忘录，以期加强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倡导的互联互通之间的
协同合作。 （唐凤）

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演练系统
通过评价

本报讯 由江苏远望神州软件公司自主
研发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演练系统”日
前通过国家科技成果评价。评价会由中国高
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在京主持召开。

研究会主任董永生表示，该系统的技术性
能指标及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平战结合的框架
设计、应急处置虚兵模拟、应急资源信息集成、
开放式应急演练等方面，并且将军事兵棋推演
的理念引入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据了解，该系统主要体现为信息集成管
理、智能辅助决策等 4 大系统以及应急资源
管理、城市运行体征管理、风险预警、救援地
理信息平台等 8 大功能。 （郭爽）

9 月 29 日，浙江省杭州市，强台风卷着瓢泼大雨，也没能阻止观潮人赏潮的兴致。
当天的钱塘江两岸人头攒动，五颜六色的雨伞构成了一道彩色大潮，成为钱塘江边

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CFP供图

读懂地球，中国蓄势待发
■本报见习记者 王佳雯 记者 丁佳

准确预测气候和环境危机，有赖于对庞大
而复杂的地球系统的深入了解。然而，依靠传
统理论和观测实验方法，远不能满足系统研究
地球各圈层自身演化规律及其相互作用规律
的要求。如今，将理论模式和大规模计算相结
合的数值模拟技术的发展，让探索地球、读懂
地球成为可能。

“地球科学高端研讨会暨模式装置发布落
成仪式”日前在京举行。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曙
光信息产业（北京）有限公司、中科院计算所、
中科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地球
数值模拟装置”原型系统（以下简称原型系
统）。

这套基于中科院地球系统模式 1.0 版本的
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发布，填补了我国地球系
统模式大数据实践平台的空白。

地球系统科学的“实验室”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副研究员张贺将地球
系统模式比喻为“地球系统科学的‘实验室’”。
它让复杂的地球科学研究也能像化学、物理学

研究一样，在实验室中设计和进行各类可控的
科学试验。

地球系统模式 1.0 版本是原型系统的软件
构成部分。它被视作原型系统的灵魂，也是原
型系统最大的亮点。张贺称，它是“中国真正意
义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球系统模式”。

原型系统取用了大科学工程“地球数值模
拟装置”建设规模的 1/10，呈现为一个内径 5
米的立方体。据了解，它将全年 24 小时不间断
运行，从硬件配置架构和科学软件检验两方
面，对“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建设方案的有
效性和可行性进行证实与完善。

“原型系统是我国‘解读地球计划’的核心
内容。在‘地球数据模拟装置’项目正式落地之
前，原型系统担负着验证大科学装置建设方案
可行性的责任。”中科院院士、大气动力学家曾
庆存介绍说，原型系统的落成和成功运行，将
有力地推动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大科学装置有大智慧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系统涵盖了大气圈、
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和冰冻圈。原型系统对这 5
个圈层的研究，都要在一个系统下科学合理地

耦合在一起，从而为模拟未来气候变化、预测气
候变化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提供科技支撑。

据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张明华介绍，
地球系统模式 1.0 版本包含完整的气候系统和
生态环境系统分量，可以更加逼真地实现对大
气、洋流、路面过程、生态等方面的仿真研究。

有了强大的“内核”，也要有强大的硬件作
支撑。原型系统的计算机硬件是由曙光公司研
发的我国地球系统模拟领域的第一台专用计
算机。中科院大气物理所信息科学中心主任周
广庆告诉记者，原型系统一天可计算 6 年的地
球数据。

这套强大的科学装置的能力，得到与会专
家的高度肯定。中国工程院院士丁一汇表示，
原型系统为我国环境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张云
泉也用“里程碑”评价原型系统。

读懂地球意义非凡

中国地球数值模拟的发展，不仅是受严峻
的生态环境形势所迫，更有十分复杂的国际环
境为背景。

日本依托“地球模拟器”建立了当前最高

分辨率的短期气候预测系统，使其年季气候预
测水平领先全球，并借此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影
响力。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则凭借世界领先
的数值模拟装置“Yellowstone”，主导了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变化预估试验的设
计和评估报告的撰写。

由于缺乏自己的计算数据作支撑，我国的
发展权常常受到西方国家的挟制。“我们需要
有自己的计算数据作为谈判依据，以提升我国
在气候与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曾庆存称。

于是，2009 年，经叶笃正等 6 位中科院院
士联名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 年）》
中，将“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纳入“十二五”
大科学装置建设规划。

在曾庆存看来，除了为我国的国际气候谈
判提供坚实的科学数据，原型系统的落成还对
中国环境的控制、治理及预报有着深远的意义。

作为应用方代表，丁一汇也表达了类似观
点。“地球数值模拟系统为研究天气和气候一
体化模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到
2030 年前后，我国的温室气体峰值会下降，环
境也会得到彻底改善。其间，这一系统将发挥
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主要服务科研用户，到走进人工智能和工业应用领域，高性能计算
在中国快速发展———

开启高性能计算商业化时代

本报讯（记者倪思洁）近日，爱思唯尔联合
科学与发展网络共同发布《全球可持续发展研
究概览》。研究表明，尽管科研界对可持续发展
相关研究保持着强烈的兴趣，但该领域研究的
跨学科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此外，低收入国
家在该领域的贡献不超过 2%，远低于高收入
国家 76%的贡献率。

爱思唯尔首席执行官 Ron Mobed 表示，
尽管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在近几年进展迅速，
但跨学科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合作依然有待提高。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

夷山提到，现有的学科分类、经费资助方式和
专业期刊并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需要。
因此，运用综合的方法全面考查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研究进展显得尤为重要。

据了解，该报告依托 17 个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新目标，聚焦“尊严”“人类”“繁荣”“地
球”“公正”及“合作”等 6 个可持续发展研究
主题，考查了 2009～2013 年可持续发展研究

领域的科研成果产出与引用影响、国家与产
业层面的科研合作以及相关研究的学科交
叉性。

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成果增
速（7.6%）是科研领域整体成果增速（3.9%）
的近两倍。同时，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的被
引用量高于科研领域整体平均水平的 30%。
这表明相关研究与可持续发展诸多要素，如
清洁能源、性别平等、宜居环境等具有高度
关联性。

《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概览》发布

■本报记者闫洁

“从 2004 年来到上海超算中心后，我发现，高
性能计算的应用在工业领域各个行业，尤其是大型
装备制造行业中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决定了某些工
业领域的发展。”9 月 24 日，以“大计算”为主题的
2015 中国高性能计算用户大会在京举行。上海海
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应用工程师刘波如
是说。

“以汽车为例，2004 年前后，大约 18 个月推出
一个新车型，而到了前年，6 个月就要产生一个新车
型。这其中和计算机辅助工程以及高性能计算的发
展密切相关。”刘波表示。

9 月底的北京，空气中带着些许凉意。但在大
会上，来自科研院所、互联网、工业制造等行业的用
户、专家和大学生爱好者，就高性能计算在“互联网
+”和“工业 4.0”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了如火
如荼的讨论。

聚焦大计算

高性能计算是指使用很多处理器或某一集群
中组织的几台计算机的计算系统和环境。目前，高
性能计算逐渐覆盖到互联网、智能语音、人脸识别、
飞行器设计、生物制药、基因检测等领域。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
数据、云计算日趋兴起，“大计算”开始成为一种
趋势。

浪潮集团副总裁彭震认为，“大计算”的到来
是信息技术不断进化的必然。“高性能计算和大
数据、云计算等计算范式开始交互耦合，带动整
个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形态发生变化。”

全球著名咨询机构 IDC 的最新报告显示，高
性能计算与大数据融合产生的高性能数据分析将
成为增长最快的应用领域之一，预计到 2017 年总
体市场规模将突破 14 亿美元，同时有超过 1/4 的
高性能计算用户已在工作中使用云计算技术。

服务深度学习和工业应用

随着“大计算”的兴起，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
人工智能和工业应用领域正在高性能计算的助
力下迅速崛起。

据了解，人脑的计算能耗比是全球最快超级
计算机天河二号的 200 万倍。而谁能开发出具有

“最高智商”的计算机大脑，成为全球互联网公司
竞相争夺的制高点。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颜水成表示，人工智
能将从现在的脑模拟向未来的人模拟转变，推动
机器突破算法的限制，实现与真实世界的交互，
而高性能计算将是实现真正人工智能的最有力
平台。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认为，高性能计算可显
著降低工业设计、研发和生产成本，并大幅度提
升效率，是工业 4.0 时代最重要的创新工具之一。

以上海超算中心为例，刘波介绍说，中心不

但拥有峰值计算能力达每秒 21 万亿次的高性能
计算机，还配备了广泛应用于工程计算的大规模
商业软件。“目前，我们的用户遍布全国 28 个省
市，其中工业用户分布在航空航天、汽车、核电、
钢铁、市政工程等领域。”

商业化应用快速成长

在此次用户大会上，能看到很多业界代表的
身影，比如来自百度、阿里等互联网企业的计算
专家以及来自中科紫鑫、中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公
司等工业企业的参会者。这反映出高性能计算在
中国的商业化步伐正在加快。

浪潮集团高性能计算总经理刘军告诉记者，
以前我国的高性能计算应用主要集中在科研领
域，但近几年商业用户开始大量涌现。“现在，我
们正处于高性能计算商业化应用的快速成长阶
段。”刘军表示。

而对于中国高性能计算的发展，“863”计划
“高性能计算机及其核心软件”重大专项总体组
组长钱德沛介绍说，“十三五”期间将聚焦 3 个方
面：一是高性能计算系统的研发；二是国家高性
能计算环境的升级和建设；三是高性能计算的应
用。“‘十三五’会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应用的发展，
特别是形成面向国产处理器构成的系统的生态
环境，使中国研发的系统真正在实际应用中发挥
作用。”

本报北京9月29日讯（记者彭科峰）今天上午，2015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ISC2015）暨中国互联网安全领袖
峰会在京召开。这是继此前刚刚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中
美互联网论坛之后，中美国家级网络空间安全智库和专
家首次在公开会议上就中美网络安全进行公开对话。

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基思·亚历山大表示，当前
频发的网络安全事件给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安全威胁，建
议中美两国建立领袖与合作机制，同时加强两国网络安
全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郝叶力则指
出，网络安全问题已被相当多的主权国家视为第一层
级的威胁。在网络空间，需要摒弃现实世界中的丛林
法则，建立基于合作共赢的网络空间新秩序。

ISC 大会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
由于网络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深度融合，网络世界安全
威胁也将更深地影响现实世界。因此，互联网行业从业
者应有全球视野，共同关注网络安全。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创办于 2013 年，由中国互
联网协会、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共同主办。

专家提议建立
合作共赢网络新秩序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

本报讯（记者潘希）“水肥药一体化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重大技术，更是节约资源、发展环境友好型现代
农业的‘一号技术’。”近日，在新疆石河子召开的第 41
次中国科技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绍忠表示，农
业应由单一高效节水向节水节肥节药一体化转变。

此次论坛主题为“新疆棉花高产高效与水肥一体
化”。与会代表就新疆棉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水肥一体
化现状及存在问题等进行了探讨。

据了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我国应用节水灌溉
技术最早、面积最大的地区，其中水肥一体化技术又
是棉花生产中最重要的一项综合管理措施。“新疆棉
花生产的近期发展目标是实现全程机械化，并逐步向
规模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服务化方向发展，引领
我国棉花生产机械化的全面实施。”康绍忠说，新疆自
治区棉花机械采收刚起步，尽管有规模化实施技术供
选用，但仍存在诸多难题。

新疆兵团科协秘书长吕学强表示，兵团植棉业形
成了强大的规模优势和产业优势，成为我国最重要的
产棉基地。因此，开展兵团棉花高产高效与水肥一体
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聚焦棉花水肥一体化

第41次中国科技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