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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科学计算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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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暋科学计算是指利用计算机再现、预测和发现客观世界运动规律和演化特性的全过程.在实际应用牵引下,

依托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近年来科学计算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传统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一起,科学计算已经成

为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研究手段.文章首先介绍了作者对科学计算的认识:科学计算的本质是求真,置信度是科学计

算的核心;做好科学计算,需要以应用为牵引,需要物理、数学与计算机等方面人才的合作,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文
章还讨论了影响科学计算置信度的几个环节.最后就如何做好科学计算发表了看法.
关键词暋暋科学计算,置信度,物理建模,计算方法与算法,应用程序,高性能计算机

Abriefreportonscientificcomputing

ZHUShao灢Ping昄

(InstituteofAppliedPhysicsandComputationalMathematics,Beijing100088,China)

Abstract暋暋Scientificcomputingisaprocesswhereinthelawsandpropertiesoftheobjectiveworldarere灢
presented,predictedanddiscoveredbythecomputer.Withthedevelopmentofhighperformancecomput灢
ers,scientificcomputinghasforgedrapidlyaheadtomeettheneedsofnewapplications,andhasmaturedas
thethirdapproachtopropelscientificdiscovery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longsidetraditionaltheoryand
experiment.Ipresentmyunderstandingofscientificcomputingthatitsessenceistoseekthetruth,andthe
degreeofconfidenceisitskernel.Itisemphasizedthattherequirementsoftheapplicationproblem,collab灢
orationamongphysicists,mathematiciansandcomputerscientists,andthefusionofphysics,mathematics
andcomputerdisciplines,areneededtoaccomplishgoodscientificcomputing.Ialsodiscusshowtoheighten
theconfidence,withsomecommentsonhowtoimprovescientificcomputingingeneral.
Keywords暋暋scientificcomputing,confidence,physicalmodeling,mathematicalmethodandalgorithm,

applicationcode,highperformancecomputer

*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10775019)资助项目

2009-05-12收到初稿,2009-06-04收到修改稿

昄暋 Email:zsp@iapcm.ac.cn

1暋引言

科学计算是以实际应用为牵引、以高性能计算

机为依托而快速发展的一门交叉学科,已经在科学

研究与大科学工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将

发挥更大的作用.科学计算已经与传统的理论研究

和实验研究一起,成为推动与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

研究手段.2005年6月,美国总统信息技术咨询委

员会报告《计算科学:确保美国竞争力》认为[1],在迅

猛发展的高性能计算技术推动下,计算科学将是21
世纪确保国家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技术之一,而科

学计算是计算科学中最主要的内容.

2暋科学计算的作用与地位

什么是科学计算? 粗略地说,科学计算是指利

用计算机再现、预测和发现客观世界运动规律和演

化特性的全过程,包括建立物理模型,研究计算方

法,设计并行算法,研制应用程序,开展模拟计算和

分析计算结果等过程[2,3].图1是一幅表示科学计算

过程的流程图,用这个图来说明作者对科学计算的

理解.要做科学计算,首先需要确定一个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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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研究对象,要针对其主要特征,抓住主要矛盾,
建立物理模型.所谓物理模型就是描述研究对象的

一组方程以及约束方程组的初边值条件,还有相应

的物理参数.有了物理模型,需要采用与物理模型相

适应的计算方法与算法,研制应用程序.所谓应用程

序,形象一点说就是计算机语言编写的小说.对于科

学计算,经常使用的计算机语言有 FORTRAN 语

言和C语言.应用程序在计算机上进行运行,也就

是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求解方程组,获得方程组在

特定约束条件下的解.与解析理论得到的方程或方

程组的解不同,计算机求得的解不是一个表达式或

一组表达式,而是一个数据集———海量数据集.有了

数据,需要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结果的正确

性,发现新的现象,总结新的规律,认识新的机制,再
现和预测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和演化特性,进而进

行真实实验或产品的理论设计,产生新的知识、新的

成果、新的生产力.我们经常听到计算机仿真这个说

法.实际上,科学计算的本质不是仿真而是求真.在
科学计算的流程中,应用程序研制之前的工作主要

依靠研究人员,是“人脑暠的事情.应用程序之后的工

作不仅仅依靠研究人员,还需要有计算机硬件作为

基础与前提,是“人脑暠加“电脑暠的事情.高性能的计

算机系统和数据分析处理系统是做好科学计算的必

要条件,是科学计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要强调的

一点是,对于科学计算来说,电脑是不可或缺的,但
是只有充分发挥了人脑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

挥电脑的作用,才能做好科学计算,达到科学计算的

根本目的.从流程图1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科
学计算需要物理、数学与计算机等方面人才的合作,
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只有物理建模、计算方法、并
行算法、程序研制和高性能计算机等方面有机结合,
物理、数学与计算机等学科的人员真正融合,才能做

好科学计算.
传统的理论研究是以解析分析的方法为主,它

在科学原理与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并可以解决相对简单的问题,例如线性问题、平
衡问题.但是,随着问题复杂性的增加,理论研究的

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很多问题,如强非线性问题、
非平衡问题、实际应用中发生的问题等,传统的理论

研究已经无能为力.与理论研究相比,科学计算不仅

能够处理线性问题、平衡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处理

强非线性问题、非平衡问题等,能够把科学的原理应

用于解决更多、更复杂的实际问题[4].科学计算经常

也被称为计算机虚拟实验.与实验研究相比,科学计

图1暋科学计算流程图[2,3]

算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无损伤.也就是说,科
学计算不会对环境等产生大的影响,这一优点使得

科学计算能够承担真实实验不能完成的事,例如要

研究海啸的破坏、地震的破坏、核爆炸的破坏,人类

不可能进行真实实验,但可以进行科学计算,进行计

算机虚拟实验.二是全过程、全时空诊断.真实的实

验,无论用多少种方法、多少种仪器,获得的系统演

化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难以做到全过程、全时空诊

断.而全过程、全时空的信息对于人们认识、理解与

控制研究对象极为关键.与真实实验不同,科学计算

完成可以做到全过程、全时空诊断.只要在应用程序

中加入相关的输出程序,在进行科学计算时,研究人

员就可以根据需要获得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地

点研究对象发展和演化的全部信息,使得研究人员

可以充分了解和细致认识研究对象的发展与演化.
三是科学计算可以用相对低成本的方式,短周期地

反复细致地进行,获得各种条件下研究对象的全面、
系统的信息.

3暋科学计算的置信度

科学计算有许多特点,但是特点不是优点.科学

计算的特点要成为优点,需要一个前提,就是科学计

算要有置信度[2,3].置信度也是科学计算能够处理

复杂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什么是科学置信

度? 科学计算的置信度是科学计算逼近研究对象真

实程度的度量.对于科学计算,置信度是最关键、最
重要的,是其核心与根本.没有置信度的计算没有科

学价值,仅仅是一种计算机游戏.科学计算是利用计

算机再现、预测和发现客观世界运动规律和演化特

性的全过程,其中“再现暠主要是为了检验科学计算

的置信度,而“预测和发现暠的基础是科学计算的置

信度.对于一个复杂系统或者实际应用问题,提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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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的置信度是一个挑战性的课题,是科学计算

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定量评估

科学计算的置信度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一件非常困

难、复杂的工作.科学计算置信度的定量评估是许多

大科学工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这里我们不对置信

度如何评估做讨论,而是定性分析影响科学计算置

信度的几个环节.上面已经提到,科学计算涉及几个

关键环节,如研究对象、物理模型、应用程序、数值计

算等.物理模型是科学计算的基础与出发点,物理模

型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是关键.如果物理模型的置

信度很差,那么基于这个物理模型的计算就没有置

信度可言.建立物理模型是基于对研究对象的观测、
分析与比较,更确切一点是,基于对表征研究对象的

一些特征量的观测、分析与比较.这些特征量是通过

实验获得的.而我们说物理模型正确,也是通过比较

物理模型给出的特征量与实验获得的特征量来判

断.显然,在物理模型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两个过程

要引入不确定度:一是在获得特征量实验数据过程

中存在不确定度,简单地说,这是实验不确定度;二
是基于特征量构建物理模型过程中存在不确定度.
这两个过程中的置信度问题属于物理模型置信度范

畴.有了物理模型,要利用计算方法与算法,要通过

程序研制技术形成可供计算机执行的应用程序才能

进行计算机运算,获得数据和结果.在这个环节中,
也有两个过程要引入不确定度:一是将物理模型变

为应用程序时要引入不确定度,最主要的是离散化

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二是大规模计算时,计算机的

舍入误差导致的不确定度.这两个过程中的置信度

问题属于计算置信度范畴.图2是一个科学计算不

确定度产生的流程图,是上面文字叙述的图形化.从
研究的角度分析,降低过程栙中的不确定度需要提

高实验、诊断的水平,提供系统的更多的表征研究对

象的实验数据,并降低数据的不确定度;降低过程栚
中的不确定度需要理论与实验的有效结合,需要理

论-实验-再理论-再实验的反复循环;降低过程

栛中的不确定度需要理论研究人员的努力;降低过

程栜中的不确定度需要理论研究人员与计算机研制

者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计算不仅仅需要物

理、数学与计算机等方面人才的合作,还需要从事理

论、实验等研究人员的合作.
美国的科学计算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特别是美

国的核武器研究实验室———LawrenceLivermore
实验室、LosAlamos实验室和Sandia实验室,对科

学计算均非常重视.从1996年开始,这三个实验室

图2暋存在不确定度的四个过程

就一直致力于建立高科学置信度的核武器数值模拟

能力,也一直在从事科学计算的置信度定量评估工

作.他们有一项工作称为 ValidationandVerifica灢
tion(简称“V&V暠).国内把它翻译成为“确认与验

证暠.美国人[5]把 Validation定义为“Aprocessap灢
pliedtothemodelofaphenomenon,whereinitis
determinedtowhatdegreethemodelaccuratelyre灢
presentsthatphenomenon暠;把 Verification定义

为 “A processappliedto an application code,

whereinitisdeterminedthatthecomputercalcula灢
tionforaparticularproblemaccuratelyrepresents
thesolutionofthemathematicalmodel暠.对比一下

就知道,Validation就是研究物理模型对客观事物

表征的置信度,Verification就是研究计算机得到的

解对物理模型表征的置信度.
做科学计算时,除了要重视上面谈到的两个方

面的置信度问题外,还需要注意科学计算置信度和

研究对象本身与计算规模的依赖关系.
什么是置信度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关系? 下面以

强辐射在物质中传播为例.当辐射在一个重介质中

传播时,由于辐射与物质之间有充分的相互作用,可
以采用辐射热传导近似来建立物理模型,辐射用一

个随时空变化的温度就可以描述.在这样的物理建

模基础上,采用合适的计算方法与算法,我们可以研

制出一个应用程序,开展数值计算,获得研究成果.
但是,当我们讨论辐射在一个轻介质中传播时,如果

还是利用上述应用程序做数值计算,得到的结果就

有问题了.因为在轻介质中传播时,辐射与物质相互

作用比较弱,热传导近似不成立.同样的应用程序,
研究对象变了,其置信度也变了,甚至从高置信度变

为无置信度.置信度的对象依赖提醒我们在做科学

计算时,一定要搞清楚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特别是

物理建模的适用范围与物理参数的使用范围.不搞

清楚应用程序的适用范围就做计算,其置信度很难

保证,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存在风险.
下面讨论科学计算置信度与计算规模的依赖关

系.原则上,计算的规模由物理问题的主要特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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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科学计算中经常使用的计算方法是差分方法.
利用差分方法把微分方程离散化,这个过程的本质

是将微商用差商代替.例如,热传导近似下的辐射流

方程如下:

F=-毷毠T毭

毠x
, (1)

其中毷为辐射热传导系数,T毭 为辐射温度,x 为空

间坐标.离散化后,(1)式变为

F(xn+1/2)=-毷(xn+1/2)T毭(xn+1)-T毭(xn)
殼x

,(2)

这里n为网格的编号,殼x 为网格宽度.从离散的置

信度来说,网格的宽度应该非常小.小到何种程度?
网格的宽度要远远小于辐射温度的空间变化尺度,
这是保证计算结果物理上可信的要求.这样一个要

求就决定了科学计算的网格规模.有了应用程序,不
分析研究对象主要特征量的大小就做计算也是不可

取的.网格粗了,计算规模小,但是置信度不高,重要

的物理信息得不到,计算的结果甚至会误导研究人

员的判断与认识;网格细了,计算规模大,需要的计

算资源多,现有的计算机难以承受.所以在做科学计

算时,一定要认真分析研究对象,确定适当的网格数

量也就是计算规模,在保证置信度的同时又兼顾高

性能计算机资源.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确

定计算的规模.从物理的角度,空间网格的规模决定

于系统的特征长度.对于流体力学界面不稳定性模

拟,有两个重要的空间特征长度:一是系统的尺度

L,一是最大增长率对应的波长毸.从计算的角度,要
保证求解方程的正确性,一个波长内的网格数N 应

该远远大于1.这样,对于一个三维的计算,我们就

可以估计出系统的总的网格数量约为(LN/毸)3.要
获得流体力学界面不稳定性的发展规律,系统的特

征长度应该远远大于波长毸,例如100倍,即L/毸=
100.取N=10也就是一个波长有10个网格,这不

是一个苛刻的要求.这样对于一个三维问题,空间网

格数就需要10亿个.我们希望有规模越来越大、性
能越来越高的计算机.这个希望的背后是科学计算

置信度的规模依赖,是复杂问题的科学计算需要高

性能的计算机.

4暋科学计算需要的计算机

科学计算的硬件基础是计算机,要做好科学计

算,需要有高性能的计算机.从每年更新的世界高性

能计算机 TOP500排行榜[6],我们可以了解到全球

最快的500台计算机,同时也可以发现 TOP500中

的前10名的计算机大多应用于科学计算.例如,

2008年世界排名第一的计算机Roadrunner,主要应

用于核武器、航天、能源等方面的科学计算.这台计

算机的理论峰值速度突破了千万亿次,安装在美国

LosAlamos实验室.
高性能计算机非常复杂.简要地说,一台高性能计

算机包含很多的结点,结点间由互联网络连接.一个结

点由内存和多个处理器组成,一个处理器又由缓存器

与若干个核组成.图3是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示意图,
图中有两个结点,每个结点包含2个处理器,每个处理

器里有2个核.在操作系统和开发环境的支持下,用户

通过编写和运行程序,指挥高性能计算机进行大规模

计算或海量数据处理.在实际计算中,用户总是希望计

算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工作.这就要求计算机

具有较高的综合性能,即运算速度要快,存储容量要

大,访存速度与网络传输速度要高.

图3暋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的示意图

谈到高性能计算机的性能,首先会想到理论峰

值性能(速度).我们经常说这台计算机是30万亿

次,那台计算机是120万亿次.这里的30万亿次或

120万亿次指的是计算机的理论峰值性能.理论峰

值性能等于计算机处理器核总数与单个核的理论峰

值性能之乘积.而单个核的理论峰值性能等于处理

器核主频和单核每个时钟周期执行浮点运算次数的

乘积.一个处理器核的主频是1.9G,单核每个时钟

周期执行4次浮点运算,于是单核理论峰值性能就

是7.6Gflops,这里flops是英文floatoperationper
second的缩写,意为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浮点运算

一次就是做一次加法或乘法.Gflops就是109 次

flops,也就是10亿次浮点运算.2008年,我国理论

峰值性能最高的计算机有30720个处理器核,单核

主频是1.9G,单核每个时钟周期执行4次浮点运

算,理论峰值性能是233.472万亿次.从理论峰值性

能的计算公式可看出,单个处理器的性能一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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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个数越多,计算机的理论峰值性能也就越高.仅仅

为了理论峰值性能达到某个指标,增加处理器个数

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是,理论峰值性能只是计算机理论上能完成

的浮点运算速度,而不是计算机实际执行程序时的

速度.通俗地说,理论峰值性能是计算需要的数据在

无条件、无成本和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计算机1秒钟

执行简单的浮点操作的总次数.在实际的科学计算

中,获得理论峰值性能需要的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的.
首先,实际问题中的计算需要获取充分的信息,这些

信息需要从缓存器或内存中获得,甚至要通过互联

网络从其他的结点中获得.也就说,用于实际问题中

的计算机不可能仅仅是做加法或乘法运算,还有访

存.而计算机的访存速度远远低于运算速度.其次,
实际问题的科学计算包含比做加法或乘法复杂得多

的操作(如除法、指数等)或条件判断,这就使得计算

机不可能连续不断地执行简单的浮点运算.还有,理
论峰值性能是计算机处理器核总数与单个核的理论

峰值性能之乘积.换言之,要达到理论峰值性能,每
个处理器核必须等工作量地工作.实际应用问题的

计算非常复杂,做不到让每个处理器核等工作量地

工作,总有一些处理器核在某个阶段处于空闲等待

状态,专业的说法是“负载不平衡暠.
对于科学计算,真正关心的性能是计算机实际

执行程序时的速度,即实际浮点性能.实际浮点性能

是应用程序的浮点运算总次数和程序执行时间的比

值[7].实际浮点性能和理论峰值性能的比值称为发

挥理论峰值性能的比率,简称为计算效率.计算效率

既依赖于计算机硬件性能,又与应用程序的性能密

切关联.我们经常听到“Linpack速度暠这个名词.所
谓Linpack速度是在计算机运行Linpack测试程序

中获得的实际浮点性能.Linpack测试程序采用主

元高斯消去法,并行求解N 阶双精度稠密线性代数

方程组,其浮点运算总次数为(2/3暳N3-2暳N2).
在测试得到执行时间t后,由浮点运算总次数除t
就可达到实际浮点性能,也就是 Linpack速度.目
前,国际上一般把 Linpack值作为衡量计算机综合

性能的标准.由于 Linpack测试程序主要是浮点加

法和浮点乘法操作,数据结构相对简单,而且由计算

机厂商针对特定计算机进行了充分的优化,所以

Linpack测试程序的计算效率一般大于60%.
实际应用程序,由于在算法和数据结构方面与

高性能计算机体系结构没有很好匹配以及程序代码

未很好优化等原因,其计算效率是很低的,一般小于

10%甚至更低.针对应用程序,改进算法和数据结

构,对程序进行性能优化,提高实际浮点性能,是科

学计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提高应用程序计算效率

方面有一些成功的做法.例如,在国际超级计算机会

议上获得 GordonBell奖的应用程序.这些程序由

物理、数学、计算机学家相互协作研制而成,采用最

先进的计算方法和并行实现技术,在高性能计算机

上进行充分优化,代表相关领域应用程序的最高性

能.这些程序的计算效率一般为10%至50%.例如,
计算机Roadrunner的理论峰值性能是1.456千万

亿次,在该机上,VPIC程序模拟包含1万亿个粒子

的激光等离子相互作用模型,获得的实际浮点性能

为0.374千万亿次,计算效率为25%.该程序获得

了2008年度的 GordonBell奖.作者所在单位原有

一个分子动力学程序,其计算效率只有3%.在进行

了编译选项优化、数据结构优化、通信计算重叠以及

动态负载平衡等工作后,计算效率提高到了32%.
一台大规模高性能计算机由20000个处理器组

成,每个处理器的峰值性能是60亿次,我们说这台

计算机的理论峰值性能是120万亿次.另一台大规

模高性能计算机由5000个处理器组成,每个处理器

的峰值性能也是60亿次,我们说这台计算机的理论

峰值性能是30万亿次.简单比较理论峰值是4比

1,直观上会说前一台计算机性能高,水平先进.但如

果对于同样的应用问题,前者的计算效率是2%,后
者是10%,那么后者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作用要

大、效果要好.事实上,理论峰值性能很高,但计算效

率较低、实际应用效果不佳,是科学计算面临的一个

挑战性的、亟需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

计算机的使用者与计算机的研制者融合互动,用科

学计算的实际需求来牵引计算机的研制,用计算机

的发展来推动科学计算的进步.作者在数年前的一

次关于科学计算的研讨会上有过一个报告,针对理

论峰值性能之事写了四句话:“理论峰值诚可贵,实
际性能价更高;科学计算要做好,软硬兼顾最重要暠,
这里的“软暠是指应用程序等软件,“硬暠是指计算机.

5暋科学计算的协调发展

要做好科学计算,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必须协调、
做好.一是物理模型问题.一个好的物理模型首先要

反映客观真实.物理模型的真实程度是科学计算置

信度的基础,是必要的条件.如果物理模型不能正确

反映客观问题的真实,这样的计算就不是科学计算,
而仅仅是一个计算机游戏.同时,一个好的物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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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能够降低对计算机性能的要求,或者说通过物

理建模降低计算的复杂程度与规模.第一点是好理

解的,第二点需要做一点说明.还是以辐射与物质相

互作用问题为例.我们知道,描述辐射行为的函数依

赖时间、位置、光子能量和光子运动方向f(t,r,E,

毟),是一个有7个自变量的函数.如果空间每个维

度分布100个网格数,能量分群为50,方向离散为

80,于是总的网格数为40亿个.这种网格规模的计

算不是现在的计算机能够承受的,必须通过物理建

模降低对计算规模的要求.如何降低对计算规模的

要求? 如果实际问题有对称性,这样问题就不是三

维的而是二维的甚至一维的,于是计算量大幅降低.
如果是二维问题,同样的空间网格与能群分布方法,
网格数可以从40亿个降到0.2亿个(空间维数降一

维,网格数从40亿个降到0.4亿个;同时由于空间

维数为二维,方向离散数降低一半).这是简单直观

的降低计算规模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需要从辐射与

物质相互作用的性质出发去建立物理模型,降低计

算规模.我们知道,当辐射与物质有强烈的相互作用

时,辐射的平均自由程很短,这时可以用辐射温度

T毭(t,r)来描述辐射的行为,也就是辐射热传导近

似.辐射温度T毭(t,r)仅仅是时间与位置的函数,求
解它比求解f(t,r,E,毟)要简单得多.有时,虽然用

一个辐射温度难以很好地描述辐射的行为,但是辐

射场的各向异性不是很严重,可以采用多群扩散近

似来描述辐射的行为.这样,我们只需要求解f(t,

r,E)而不是f(t,r,E,毟),计算的规模也是大幅度

下降.在实际的辐射与物质相互作用问题中,有的区

域可以用热传导近似,有的区域可以用多群扩散近

似,有的区域只有认认真真求解辐射输运问题.这就

需要在建立物理模型时认真分析与研究,既保证物

理模型的置信度,又要降低计算的复杂程度与规模.
做好科学计算,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计算方法与

高效算法.方法与算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求解物理

模型的置信度,同时也直接决定求解问题的效率.对
于计算方法与高效算法研究,关键的一点是要立足

于实际问题的科学计算开展研究,不能远离实际问

题闭门造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计算方法与高效

算法才是有生命力的.顺便提一下:方法与算法有什

么差异.对于有周期性边界条件的偏微分方程,数值

求解时可以用差分方法,也可以用Fourier谱方法.
采用差分方法还是采用Fourier谱方法这是计算方

法范畴的问题.我们知道:通常的 Fourier谱方法,
其计算规模与模数量N 的平方成正比.当模数量增

加时,其计算规模快速增长.为了降低Fourier谱方

法的计算量,人们发明了快速Fourier方法,其计算

规模与模数量的关系为 NlogN.当模数量增加时,
其计算规模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从 Fourier谱方

法到快速Fourier方法属于算法研究的范畴.
应用程序是物理模型、计算方法与算法的集成,

是做好科学计算的第三个重要问题.现在的高性能计

算机由数千上万个处理器组成,并行应用程序的性能

是能否使用好这类计算机的关键.如果不能使用好计

算机,高性能计算机的高性能就无法体现,物理建模、
计算方法与算法提高带来的好处与成果就难以获得.
高性能计算机,一般的生命周期只有6年左右,每年

的运行维护费用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民币.为了使用

好这样的计算机,必然要求在计算机的生命期内,快
速研制或发展高效使用数千上万处理器的并行应用

程序.面对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面对应用研究的需

要,如何保持并行应用程序研制的高效率与可持续发

展是科学计算一项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对于我国科学

计算而言,自主知识产权的并行应用程序缺乏已经是

制约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软件硬件求人可硬一时

却软一世,硬件软件靠己或软一时但硬一世暠,这也是

作者在数年前参加关于科学计算研讨会时的感慨.在
这里加上一条横批:自主创新.

6暋高性能计算机的稳定运行

现在的百万亿次计算机、千万亿次计算机由数

万至十几万个处理器组成.高性能计算机 Blue灢
Gene/L由131072个处理器组成.研制这些计算机

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科学计算的实际需要.但是

要用好这样的计算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举一个

例子,131072个处理器运行10分钟等于一个处理

器运行两年半[8].换句话说,由于电子元器件等原因

引起一个处理器发生故障的平均间隔是两年半,那
么像BlueGene/L这样的计算机发生局部故障的间

隔就是10分钟.而实际的复杂问题的计算,需要利

用计算机的全部能力,同时还需要运行足够长的时

间,例如十几个小时甚至数天.
计算机的稳定运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一个

制约计算机能力发挥的瓶颈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计算机硬件、软件与程序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共同

努力.首先,计算机硬件稳定性水平提高是关键.稳
定性差的计算机难以承担科学计算之重任.其次,要
提高应用程序的执行效率,缩短并行应用程序的运

行时间,这就需要科学计算各个环节的共同努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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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要研究高性能计算机的运行与管理模式.我国的

科学计算近年来进步很快,高性能计算机研制的步

伐更快.我国已经有理论峰值速度为百万亿次量级

的计算机.如何用好这些计算机,真正解决应用问

题,发挥计算机的价值,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由于我国许多应用程序计算规模还较小,
每次运行需要的处理器个数有限,所以计算机稳定

性问题还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一旦应用程序需要使

用数千个处理器时,计算机稳定运行就是一个不可

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高性能计算机就难以

完全发挥其能力.

7暋结束语

近年来,国际科学计算领域的发展快速,我国科

学计算研究的进步也非常可喜.在我国,从事科学计

算的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研究的水平也在

逐步提高.但是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长期系统地针

对实际应用问题从事科学计算工作的机构与人员不

多.而科学计算很重要的特点是应用牵引,实践性强.
可以预见,科学计算将在科学发现、经济建设与国防

研究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要做到这点,需
要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者投入到科学计算这个丰富

多彩的研究领域.作者特别希望这篇短文对我们的大

学生、研究生认识和理解科学计算有所帮助.

致谢暋在撰写本文过程中,与莫则尧、裴文兵、袁光伟

和曹小林四位研究员的讨论使作者获益匪浅.特别是

在撰写第四节“科学计算需要的计算机暠时,曹小林研

究员给予作者很多的帮助与指正,图3也是请他绘制

的.在此,向上述4位研究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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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审视大爆炸的回波
在大爆炸之后45万年,氢离子与自由电子复合,宇宙

开始变得透明.我们往宇宙的深处看,最远所能看到的,就是

从不透明变成透明的交界面(称为最后散射面).所谓宇宙微

波背景(CMB)辐射,正是上述交界面状态的反映.威尔金森

微波 各 向 异 性 探 测 器 (Wilkinson microwaveanisotropy
probe,WMAP)自2001年夏发射升空以来,已经完成了近

7个回合的全天球探测.它所收集到的数据为我们了解早期

宇宙提供了可靠的实验依据.
CMB光子与自由电子之间频繁散射(称为 Thomson散

射),由于投向一个电子的光辐射强度是各向异性的,结果

导致了散射光子的偏振.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恒星第一次形

成(根据对 WMAP数据的最新分析,恒星第一次形成的时

间大约是在大爆炸之后的4亿年),进而重新电离周围的气

体之后.关于CMB中的光偏振,一方面可以借助于 WMAP
测得 “E灢modes暠表征(它是某种局地偏振坐标系的平行分

量,反映物质密度的涨落);但另一方面,WMAP却难于测

量所谓“B灢modes暠(它表征偏振强度矢量的涡度,与引力波

对时空度规的张量挠动相关).
最近,一台旨在搜索 CMB中引力波信号的天文望远镜

(属于 Quijote计划,造价150万欧元)将在西班牙坦纳利佛

岛 Teide山天文台落成启用.虽然它不直接探测引力波,但
可以描绘出真实的 CMB光子偏振图,剔除污染 CMB中引

力波信号的某些噪声 (例如,带电粒子在银河系磁场中的轨

道运动所产生的污染).预计在未来几年中,Quijote计划将

绘制1000幅北部天球的 CMB图(在10—30GHz范围内选

择5个光波频率).Quijote计划与欧洲空间署(ESA)普朗克

卫星计划是互补的,后者将于2009年4月发射.

(戴闻暋编译自PhysicsWorld,2008年第12期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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