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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科研人员业务探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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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暨科技奖励大会上， 表彰了 2018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获奖项
目（团队）。 220 个获奖项目（团队）中，省自然科学奖项目 48 项，省技术发明奖项目 22 项，省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148
项，省科学技术创新团队奖 2 项。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获 2018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万步炎、刘飞
香、吴义强、陈万权、赵中伟获得第十一届“湖南光召科技奖”。 请跟随记者看奖励背后的几个故事———

220个项目（团队）获湖南 2018年度科学技术奖

走近科技湘军，看创新崛起新湖南

2018年度省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夺六次世界第一的“天河二号”
□ 王斌

湖南师大物电学院获省科学技术奖两项大奖

老师会教，学生爱学
□ 余娅

由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天河二号”超
级计算机系统获得 2018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
术奖唯一的特等奖。 记者探访“天河二号”
项目诞生地———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计算机研究所，解密“天河二号”勇夺六次
世界第一的经历。

它算一小时，相当于 13 亿人用计算器
算 1000 年

在“天河二号”一排排高大的黑色机柜
前，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究
所技术人员董勇说，“天河二号” 峰值计算
速度达到每秒 5.49 亿亿次， 持续计算时的
速度每秒达 3.39 亿亿次。 假设每人每秒钟
进行一次运算，“天河二号”运算一小时，相
当于 13 亿人同时用计算器算 1000 年。

“天河二号”的计算能力是“天河一号”
超算的 200 倍，计算密度、单块计算芯片计
算能力、 内部数据通信速率等也有极大提
升。 一台“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装有
32000 颗主 CPU 和 48000 个协处理器，共
有 300 多万个计算核心。

它脱颖而出，是蝉联“世界第一 ”次数
最多的超级计算机

“在‘天河二号’之前，国防科技大学的

团队曾在 2010 年研制了‘天河一号’，首次
让中国超级计算机站到了世界冠军的领奖
台上。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研
究所所长肖立权介绍。

当外界称赞“天河一号”夺得世界第一
时，“天河二号”研发工作已悄然展开。 在此
期间，日本一台名为“京”的超级计算机，美
国研制的“红杉”“泰坦”超级计算机先后坐
上世界第一的交椅，“天河一号”排名滑落至
第 8 名。 2013 年 6 月，经过 280 多人两年多
的潜心研发，“天河二号” 正式研制成功，很
快夺回超级计算机冠军的宝座。 到 2015 年
底，“天河二号” 已连续 6 次勇夺世界冠军，
长时间独享“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称号。
国际 TOP500 创始人、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
杰克·唐加拉高度评价“天河二号”：“在美国
的某些传统优势领域，中国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并取得胜利。 ”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是蝉联“世
界第一”次数最多的超级计算机，突破了自
主高性能微处理器等系列核心关键技术。

它为探月效力，还可服务汽车、基因测
序等

“天河二号”在军工领域得到了重点应
用，还为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科研项目
效力。 目前，“天河二号”逐渐应用于民用
领域，比如石油勘探、汽车飞机的设计制
造及基因测序等。

据专家介绍， 传统手段研发新车，一
般要经过上百次碰撞实验、历时两年多才
能完成，而利用“天河二号”进行模拟，只
需 3 次到 5 次实车碰撞、两个月即可实现。
华大基因互联网支撑与发展中心负责人
说， 以 500 人规模的全基因组信息关联性
分析为例，华大基因利用原有计算机需一
年时间，利用“天河二号”只需 3 个小时。

2 月 26 日， 由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
《异想天开》栏目组、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
香港现代教育集团主办， 深圳市福田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 深圳市现代教育科技文化
有限公司、 湖南粤港模科实业有限公司承
办的《我的世界模科创客大挑战》年终盛典
在深圳市福田区教科院附中报告厅举行。

盛典出席嘉宾包括央视少儿频道
《异想天开》栏目制片人以及深圳市福田区
教育局、香港现代教育集团、深圳市福田教
育科学研究院、 湖南粤港模科实业有限公
司、 常德市教育局、 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政
府、深圳市科创局等单位相关领导。

本次大赛以“智慧家居”为主题，使用
模科模块化环保材料， 打造各种风格的家
居作品。 参赛者涵盖深圳 58 余所学校 229

支队伍近 1600 名师生，参赛者在大赛技术
指导单位湖南粤港模科实业有限公司的专
业支持下，历时两个多月，不断角逐，取得
圆满成绩。

本次盛典聚焦于我国创客教育事业，
盛典还对 2019 创客再起航赛事计划进行
展示， 举行了 2019 启动仪式。 据悉，2019
年《我的世界创客大挑战》常德的中小学生
也有机会参赛，届时将会吸引更多小创客。

盛典的圆满完成， 是对我国创客运动
现阶段成果的展示。同时也需要社会公众、
企业、政府等多方智慧协同创造，为创客教
育扫清障碍，推动创客教育事业发展，让更
多青少年接受创客教育， 为我国的科技创
新发展战略和产业升级打下牢固的社会基
础。 （张婷）

湖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
学院(以下简称物电学院)� 一举夺得
2018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 2 项大
奖：余洪伟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宇
宙的加速膨胀与时空的量子性质》获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松军教授团队
的 《新型稀土光 / 磁多功能纳
米材料的设计及应用》 获省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仰望星空，心怀天下
在物电学院量子楼一间十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占据了大
半面墙的两块白板上写满了物
理公式，这是余洪伟的办公室。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今年得
奖的课题我们研究了十多年。 ”余洪
伟说，为了推演公式，大家围着白板
写了又擦、擦了又写，加班到凌晨是
家常便饭。“从最大的宇宙到最小的
量子，我们‘仰观宇宙之大，俯察量子
之微’。”普通人看起来枯燥的理论物
理学，于他而言却是诗意浪漫的事。

在物电学院，像余洪伟这样醉心
科研的人不在少数。 湖南师大副校
长、 物理学科带头人匡乐满告诉记
者， 物电学院从 1977 年恢复高考以
来， 先后培养了 4 名中国科学院院
士， 13 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
者。 在湖南师范大学 80 周年校庆晚
会上，陈大可院士动情地说：“母校深
厚的文化底蕴、自由的学术风气以及
老师和同学的深情厚谊让我受益终
生，作为师大人，要志存高远，仰望星
空，心怀天下。 ”

学科融合，协同育人
湖南师大虽然是一所地方高校，

但眼界并没有囿于湖南，学校以“学
科融合、 协同育人” 的办学思路，将
“面向世界一流，培养拔尖人才”的办
学理念渗透进了各个学科之中。

“地方高校资源有限、 经费紧
张。”物电学院院长唐东升坦言，学院
主动走出去，通过跨地域、跨单位、跨

学科的融合，实现了资源配置
的优化。学院先后与 8 个国家
和地区、15 家科研院校建立
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先后与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成立了中国
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湖南师
范大学彭桓武科教合作中心，
扩大开放合作、 促进科教融
合。

在物电学院，物理学与生
物学、材料、光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形成了明显的学术优势。 70 后教授
刘红荣便是典型代表，他从事凝聚态
物理及其交叉学科研究，在利用冷冻
电镜技术解析疱疹病毒三维结构领
域作出了原创性成果，成为我省首个

同时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和通讯作
者单位名义在《Science》发表学术论
文的学者。

护航学生“物理人生”
拿到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曾松

军的学生比他还高兴。 这位 80 后教
授“门下”有 13 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
研究生，学生笑称，曾老师在学术上
对他们要求严格，生活中大家却没有
什么代沟，曾松军更像是他们的“大
哥哥”。

护航学生的“物理人生”，离不开
一大批专业素养过硬、热爱学生的教
育人。近年来，物电学院引培并举，通
过“潇湘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等，从海
内外引进了一批优秀学者，同时鼓励
教师赴国内外知名院所进修、 访学。
学院 67 名教师之中， 有 65 名博士，
50 余人有过国(境 )外学习和科研工
作经历。

物电学院制订了拔尖学生培养
方案， 率先在学校实行班导师制，聘
请了 20 余位青年教师担任本科班的
班导师，指导学生的科学研究和生涯
规划；通过“分班制”，每年选拔 30 名
优秀本科生跟随导师参与项目，提前
进行学术训练， 形成了教学带动科
研、科研反哺教学的良性循环。

余洪伟（左一）和学生在进行讨论。

“彭桓武科教合作中心”签约仪式。

《我的世界模科创客大挑战》年终盛典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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