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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 讯 员 涂兴佩

由于人工智能推理或训练一般要用到单精度甚至半精

度的数值计算能力、整型计算，多数超级计算机并不具备这

些计算能力，因此去年便开始出现了聚焦于解决人工智能算

力需求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它作为一种专用算力，被应

用于人工智能推理或训练等领域。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打开手机，半个月内的天气状况一目了然；

出门在外，地图导航给出最优路线……这些“未

卜先知”从何而来？答案是计算。

如今，算力作为数字经济的第一引擎，正成

为科技巨头们争相进军的主阵地。

日 前 ，英 伟 达 宣 布 与 微 软 联 手 开 发 人 工

智能超级计算机，依托微软 Azure 云运行，通

过数以万计的图形处理单元（GPU）、中央处

理器（CPU）处理云中的密集人工智能计算工

作。

人工智能遇见超级计算机，将会碰撞出怎样

的火花，又将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实际上，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去年就出现

了，其核心是解决大规模密集人工智能训练和推

理等的计算问题。”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王

金桥说。

传统超级计算机相对一般计算机而言，就是

一种计算能力更强、通信速度更快、存储容量更

大、功能更完善的计算机，它们在高精度计算能

力方面更强，应用范围也更广，主要用于解决一

些科学计算类问题，比如行星模拟、新材料开发、

分子药物设计、基因分析和气象预测等。

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在各个应用场景中落地，

各行业对于算力的需求也在持续提升。

由于人工智能推理或训练一般要用到单精

度甚至半精度的数值计算能力以及整型计算，多

数智能计算机并不具备这些计算能力，因此去年

便开始出现了聚焦于解决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的

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它作为一种专用算力，被

应用于人工智能推理或训练等领域。

王金桥介绍，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对基础软

件要求极高，这也是英伟达与微软合作的最大原

因。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集群通过虚拟化和分

布式加速训练，可以有效支撑超大规模人工智能

模型 DALLE2（基于文本来生成模型的模型）、

CLIP（用文本作为监督信号训练可迁移的视觉

模型）等的训练，包括图像、文本、语音等多模态

异构数据，以及最近特别火爆的人工智能自主生

成内容技术。

不过，由多台服务器组成的人工智能超级计

算机在进行模型计算时，调度的数据规模将越来

越大，对通信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因此，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需要部署在云

端，这样对用户而言，就可以将之当成一个普

通计算机来使用。用户可以简单便捷地完成

数据的通信、访问、调度、资源管理与配置等各

项工作，从而专注解决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推

理问题。

对基础软件和通信能力要求极高

“随着数据量的增长，未来人工智能超级计

算机能够解决很多以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王

金桥介绍。

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给科学计算带来了巨

大变革。比如，由于大多数物理规律可以表达为

偏微分方程的形式，所以偏微分方程组的求解成

为了解决科学计算领域问题的关键，而人工智能

超级计算机无疑能在这方面助人类一臂之力。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还能帮助人

们解决更多其他的科学问题，尤其是数学方面复

杂方程求解的难题，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能变成

一个趁手的工具，助力科学家发挥更大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

虽然专用的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去年才出

现，但“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这种模式其实早

有端倪。

出现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图计算，就是

超级计算的一种方式。“图计算作为下一代人

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疗、

教育、军事、金融等多个领域，如我们熟知的金

融反欺诈分析和商家刷单行为识别等，成为全

球科技竞争新的战略制高点。”华中科技大学

帮助解决科学计算领域问题

11 月 23 日，武汉超算中心正式投运，国家

文化大数据华中区域云平台入驻。该云平台

是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八大区域中心之一，上

联国家文化大数据全国中心，下接行政大区内

省域中心，负责华中区域内五省（湖北、湖南、

河南、江西、安徽）之间的数据、信息、产品等的

交易和结算。

该超算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集装箱超算

中心，整体规划设计的算力为 200P，首期算力达

到 50P。通俗讲，1P 约等于每秒 1000 万亿次的

浮点运算，50P的算力将超过 10万台高性能计算

机算力之和。其技术底座是由数万核鲲鹏处理

器内核，以及数千张加速卡构成。

“武汉超算中心在国内第一个采用了基于鲲

鹏架构的超级计算机。”王金桥说，投运后，将与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一起形成“双中心、双引

擎”发展模式，这对武汉建设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眼下，武汉超算中心已接入中国算力网，一

方面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地理中心和网络中心，

更好地服务“东数西算”重大战略；另一方面将利

用武汉高校在分布式计算、海量存储、人工智能

算力平台等方面的科研优势，助力武汉打造中部

地区数据中心和算力服务枢纽。

2020年 9月，武汉获批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去年 5月，武汉人工智能

计算中心一期投入运行，成为科技部批复的 18

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中首批投入运

营的项目，也是全国首个面向产业的多样性算力

公共服务平台。

目前，武汉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已为武汉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以及 100多家重点企业提供普惠算力服

务，意向入驻企业已超 200 家，孵化应用案例超

过 50 项，广泛服务于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

交通、网络直播等行业和领域。

武汉人工智能计算迎来好“帮手”

大数据技术与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副教授张宇说。

这里所指的“图”并非常规理解的图像，而是

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构成图，能有效表达事物

之间关联关系，是数据分析与应用的基础。万物

联通，随着科技发展，人工智能等重要应用利用

图数据的处理方法，可处理更复杂、更大规模的

数据，且效率和精准率大幅提升。

去年底，一篇发表在《自然》杂志的研究成果

显示，研究人员利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现了

纯数学拓扑学和表象理论的新见解，寻找到数学

不同领域间意想不到的关联，不仅改进了目前最

优的 4×4 矩阵解法，还进一步提升了其他 70 余

种不同大小矩阵的计算速度。

这些人工智能与算力“联姻”的典型案例，也

预示着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吴长锋

◎肖钰周 本报记者 王 春

当人工智能遇上超级计算机当人工智能遇上超级计算机

近日，以“赋能 融合 创新”为主题的 2022 张江 AI 智药论坛在上海举

办，张江 AI新药研发联盟（以下简称 AI联盟）成员单位与来自科研机构、企

业及公共平台的各界代表一道，共话医疗健康产业在“AI时代”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

近年来，AI赋能制药的大趋势愈发明显，已在药物研发、临床前研究等

环节展现出巨大潜力，AI“智”药产业发展迅速。AI 企业正与传统药企、医

药研发外包企业深度合作，在制药的各个环节形成技术互补。AI技术的应

用正给新药研发注入创新活力。

英矽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药物研发

负责人任峰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款相关药物的问世背后都有 AI

的“身影”。随着 AI技术的发展与完善，它已逐步贯穿制药的靶点发现、新

药研发、临床试验三大阶段。

“尽管 AI 可以加速药物研发的关键步骤，但 AI 制药也面临着一些困

难。”罗氏中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负责人林翼表示。

面对挑战，AI 如何在赋能制药的过程中进行“自我修炼”？与会企

业认为，新型 AI 药物研发平台的创设是实现 AI 与制药双向赋能的一种

途径。

深势科技开创性地提出“多尺度建模+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的科学

研究新范式，推出了新一代药物计算设计平台 Hermite 以及微尺度科学计

算云平台 Bohrium。据该公司生命科学产品负责人徐涛融介绍，Hermite融

合了人工智能、物理建模和高性能计算，可为临床前药物研发提供一站式计

算解决方案。

此次论坛还发布了 AI联盟成员在过去一年中取得的多项创新成果，包

括英矽智能开发的中国首个进入临床的 AI 制药候选药物 ISM001-055、深

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化学合成实验室、深势科技 Hermite 药物计算

设计平台、德睿智药（上海）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MoleculePro 一站式 AI 驱动

新药研发平台等。

未来，张江将持续打造“AI+生物医药”创新生态圈，积极推动医药产业

升级，实现 AI与生物医药的双向赋能，助力更多新药的诞生。

让AI在赋能制药的同时

实现“自我修炼”

近日，在 2022 科大讯飞全球 1024 开发者节发布会上，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讯飞）AI研究院副院长高建清以“AI新纪元，讯飞超

脑 2030”为主题，详解“讯飞超脑 2030 计划”阶段性技术突破，一大波“预演

未来”的创新应用将走入日常生活。

高建清表示，实施“讯飞超脑 2030 计划”，旨在突破人工智能共性基础

算法，攻克多模态感知、多维表达、认知智能、运动智能等核心技术，研究软

硬一体的机器人关键技术，探索虚拟人交互、机器人等方面的示范应用。

突破两个关键算法让AI更好地学习、推理

“‘讯飞超脑 2030计划’的发展，离不开两个关键算法的突破，无监督学

习和知识推理。”高建清说，前者需要实现实用化、场景化的预训练技术，后

者需要构建基于知识检索、决策以及融合的推理系统。

科大讯飞设计了基于无监督学习的预训练模型，并创新地使用了少量

有监督数据进行优化，大幅提升训练效率。高建清说：“预训练模型支持语

音识别、声纹识别、情感识别、多模态语音识别等多个任务，参数量少于业界

公开模型，但训练效果却十分显著。”

以回答“面包在低温下会马上发霉吗”这一问题为例，机器要理解

“低温变质慢”等常识，在引入海量知识的基础上，要用预训练模型进行

知识重要性排序，也要融合知识与问题进行推理，才能与人畅聊“面包变

质的二三事”。

科大讯飞还探索将神经网络与符号推理相结合，打造了知识推理系统，

实现推理过程的可解释性。在小学平面几何题上，这个推理系统让 AI答题

的正确率提升到 90%的水平，显著优于传统推理系统。

多模态语音增强技术让AI的声音有感情

在“讯飞超脑 2030计划”中，“唇形+语音”的多模态语音增强技术，实现

了智能语音交互新模式。

“想要让机器更自然地与人类进行交互，就需要通过听觉、视觉、语义以

及各种传感器的组合让机器获取更多的有用信息，AI的感知方式必然要从

单模态发展到多模态，逐步拟人化。”高建清表示。

如何让机器的声音媲美人类？高建清分享了科大讯飞在语音合成技术

领域的新突破——多风格多情感合成系统 SMART-TTS。

高建清介绍，SMART-TTS可提供高兴、抱歉、撒娇、严肃、悲伤、困惑、

害怕、鼓励、生气、安慰、宠溺等 11种情感模式，每种情感模式依程度强弱不

同分为 20 档；SMART-TTS 还具备对机器声音的“个性化”设置功能，如停

顿、重音、语速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节。

当你漫步林荫路，TA 可以用字正腔圆的“播音腔”为你读新闻；当你

结束一天工作准备入睡，TA 可以轻声细语为你读散文；当你驱车去公司

上班，TA 可以用你最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告诉你走哪条路不堵车；当你和

家人一起观看纪录片，TA 还可以为纪录片不同人物配音，人机交互表达

自然、情感饱满。

一大波“预演未来”的创新应用来了

近日，以“新型精神健康诊疗技术的挑战与

机遇”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第 735次学术讨论

会在北京召开。

北京理工大学医学技术学院教授、脑健康工

程团队负责人胡斌表示，已有的精神疾病诊断方

式包括专科医生访谈和量表诊断，主观性强且量

化指标缺乏。而基于脑电、语音、表情等生理、行

为信号的人工智能诊断新技术，其诊断准确率能

达到 70%—90%。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提出,到 2025 年，

将有效减缓心理相关疾病发生的上升趋势，有效

控制严重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提升规范管理率至

90%以上。与会专家认为，为尽快提高精神疾病

的诊断准确率及效率，亟须提升人工智能相关应

用研究发展的优先级。

精神疾病诊断需要人工智能

“精神科学是最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域。”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说，新的研究不断证明，人工

智能模型在精神疾病的预测诊断、干预治疗等方

面都表现出优于传统诊疗模式的潜力。

“脑电、心电、肌电等电生理信号都与人的精

神状态相关，目前的采集技术已经能够实现‘降

噪’采集。”胡斌说，甚至鼾声、微表情、步态等人类

感官难以察觉规律或精准捕捉的行为信号都可以

用作人工智能判读精神健康的依据。例如，基于

“脑—肠轴线”原理，一种可穿戴的肠鸣音采集和

监测设备就可应用于精神健康评估。

胡斌表示，信息技术让很多之前难以探测到

的“蛛丝马迹”，可以被甄别、掌握，高效利用。

除了解决“无迹可寻”的难题，人工智能在治

疗方面也有独特优势。陆林说，医生治疗时需实

时得到反馈才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人工智能辅

助诊断技术提供的及时诊疗“反馈”，提升医生对

症施治的效果。

找到客观量化评估的规律

由于精神疾病的复杂病理机制和高临床异

质性（每个人症状和效果不同），如何找到客观量

化评估的规律仍是个难题。

“只有通过生物传感、人工智能技术与医

学、心理学等临床基础研究的交叉融合，才能

在精神疾病的客观分层、分类标准及非药物干

预技术方面有所突破。”胡斌表示，当前多学科

交叉的研究持续开展，但相互之间还需进一步

打通“语系”间的鸿沟，形成系统释义型范式，

让精神健康诊疗技术“识别得准，解释得清，治

疗得对”。

“我们团队研制的便携式脑电采集设备创新

性地以生理信号为客观指标进行精神状态评

估。”北京理工大学健康工程实验室博士后沈健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利用便携式脑电精神状态评

估技术，研究人员可以在 180秒内获取被试者的

脑电信号，其间系统还会通过不同音频声与被试

者互动，通过大数据模型客观、高效地对被试者

进行精神状态评估。该技术对异常精神状态的

识别准确率大于 90%，已经获得国家二类医疗器

械许可。

与会专家介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经批准“处方数字疗法”用于慢性失眠的治

疗；苹果公司正在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

矶分校合作研究利用数字生物标记物识别和

评估抑郁症……来自全世界的研究进展，让我

国科研工作者倍感兴奋的同时，也越来越感觉

到时间的紧迫。

2014年 3月，香山科学会议专门探讨了中国

脑科学研究计划的目标、任务和可行性；2016 年

3 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将“脑科学与类脑

研究”列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其也被

称为“中国脑计划”。“‘中国脑计划’设立了类脑

计算与脑机智能的专题研究，正在助力人工智能

在精神诊疗领域应用的进一步研究和落地。”陆

林说。

捕捉精神疾病的“蛛丝马迹”，AI快人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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