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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算力合作新生态 共促行业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 王信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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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20 日，由工业和信
息化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
院、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南昌
市人民政府、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共
同承办的 2023 世界 VR 产业大会
在南昌市举行。

10月20日，作为大会分论坛之
一，算力新生态主题论坛召开。该
论坛以“建设算力新生态，布局数字
新未来”为主题，探讨算力创新生态
建设新模式，为江西省各行业数字
化转型出谋划策。会上，与会专家
就算力体系现状、算力发展规划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成效显著，梯次优化的算力供给
体系初步呈现，算力持续赋能千行
百业。据了解，江西作为2023世界
VR 产业大会举办地，全面促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全省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算力发展水平实
现稳步提升，算力规模居全国第12
位，同时，算力数字经济水平上升至
第15位，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
现增加值 2678.7 亿元，同比增长
16.8%，占GDP比重达8.4%。

挪威工程院院士张彦表示，由
于数字经济需要使用大量算力来
协助提供公共线上服务、共享经济
及助力工业物联网的数字化转型，

“泛在”便成为未来算力网络的关
键词。泛在算力网络有三个主要
特征：一是任务动态分配，二是实时
感知，三是算网自智，即把算力作为
网络和智能的结构，与计算、通信、
网络、AI深度融合。“以前算力是有
限的，未来算力可能是无限的；以前
算力是独立的，现在则提倡算力共
享。中心算力变成泛在算力，包括
终端、无线、边缘、中心，未来这些
可能会带来新型的数字平台。”张
彦解释道。

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副主任彭绍
亮发表了《Web3.0时代下的算力网
络和应用》 主题演讲。彭绍亮表
示，算力网络即希望把现有的计
算、存储、网络资源织成一张网，
将云计算中心、智算中心、超算中
心的计算、存储资源实现动态感
知、智能调度和按需分配。Web3.0
时代下元宇宙应用的核心是虚实结
合、以虚助实。基于此要素，不仅
诞生了在《流浪地球2》当中出现的
浸没式超级计算机，而且也推动了
通过软件实现疾病治疗、预防和管
理的全新数字疗法，以及智慧教
育、智慧安保与报警系统等多种应
用。此外，在智慧城市方面，彭绍
亮表示：“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形
态都是智慧城市的一部分。以长沙
为例，我们将长沙的主干道、重点
商圈、倾斜摄影、雪亮工程等数据
实时接到超算中，再配合67种人工

智能算法，可实现一屏观长沙、一
屏管全局。这里面包含的核心技术
就是数字孪生。”

在会上，华为公司集群计算业
务发展总监谢海波指出，数字经济
已经成为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
引擎。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直接决
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算力作为数
字经济的生产力，在数字经济高速
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爆炸式增长。
谢海波预计，到2030年，通用算力相
比 现 在 将 增 长 10 倍 ，达 到
3.3ZFLOPS，人工智能算力预估会
增长500倍，达到105ZFLOPS，这标
志着到2030年会进入百Z级的多样
性算力时代。计算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软硬件的创新，谢海波说：“只有
坚持基础软硬件创新，才能构建出
更为坚实的算力底座，从而推动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让更多新
颖、实用的应用加速落地，真正促进

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中科曙光智能计算产品事业部

副总经理胡晓东表示，自今年以
来，ChatGPT 引爆了人工智能产业
所辐射的各个行业，大模型时代呈
现出融合的趋势。这意味着，通用
算力覆盖多种场景的泛在算力模式
和通用智能超算中心，将是主流算
力底座的呈现形式。中科曙光基于
绿色、开放、高效的集群建设思路，
创建出泛用式算力底座，同时在模
型层、芯片层，包括框架、应用和运
营等多层面实现覆盖。在软件栈层
面，用户在曙光平台上重新编译，即
可实现在英伟达CUDA平台所创建
工程的无缝迁移。在运维层面，曙
光依托所建设的各个中心，把所有
资源进行统一纳管，做到资源高
效调度，从而支撑不同行业的应
用场景。

算力就是生产力，智算力就是

创新力。浪潮产品方案开发部总
经理魏健表示，计算是人们感知世
界、认知世界、创造世界的一个支
撑工具。随着 ChatGPT 的出现和
生成式 AI 的发展，人们在认知世
界、创造世界的方法上产生了巨大
的变革，由此诞生了算力、算法、能
耗和生态四个方面的挑战。魏健
提到，算力需求带动芯片创新，通
用算法与专业性算法齐头并进，而
数据中心节能降耗的目标和各企
业追求垂直生态封闭导致生态离
散复杂，这些问题必须被正视起
来。浪潮信息作为主机厂商，一方
面设计支持多元算力的整机系统，
建设开源开放的算法，全面利用节
能技术，另外一方面也打造元脑生
态，将各种能力聚在一起，共同实
现商业落地。

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
副院长于莉就“AIGC 时代的算力

挑战”发表主题演讲。于莉指出，在
21世纪的信息时代下，算力成为新时
期的生产力。数字经济的建设，以及
行业、产业的智能化转型，算力在其中
将发挥核心作用。OpenAI在2022年
年底和今年年初引发了大众对人工智
能的关注，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
型掀起热潮，同时也把各个行业对算
力的需求带入白热化阶段。“在通用大
模型的基础上，要结合行业的需求和
特点，形成行业专属大模型。专属大
模型会成为各个行业创新的基本要
素，也会促进传统行业智能化转型。”
于莉说。

此次论坛在主题演讲之外，增设
了报告发布与高峰对话环节。江西
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主任付康
发布了《江西省算力白皮书（2022）》
（以下简称《白皮书》），江西省虚拟现
实产业技术战略创新联盟常务副理
事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江西研究
院副院长张梦妮发布了《江西省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报告（2023）》（以下简
称《报告》）。《白皮书》指出，算力的发
展框架包括算力规模、算力发展环境
和算力应用三部分，三者相互促进、
协同发展。《报告》就虚拟现实产业发
展背景、江西虚拟现实产业发展分析
及虚拟现实产业发展三部分给出针
对性意见。

在高峰对话环节中，中科曙光江
西公司总经理李刚表示，未来对数据
中心的规划，不仅要建成算力中心，还
需要向平台化发展。张梦妮从“三力
一用”的视角对算力作为生产力进行
了解读，“三力”即计算力、网络运载
力、数据存储力，“一用”即应用赋能。
魏健表示，产业需要开放的计算标准
体系，包括AI技术、液冷技术、整机柜
技术等，并通过这种开放标准普惠千
行百业。新华三集团数字中国研究院
研发二部部长郑上闽表示，未来算力
将会成为基础设施，算力的生产厂家
需要联合，形成一个开放、非垄断的生
态联盟。

元宇宙迎来发展窗口期
（上接第1版）

例如，在传统汽车行业，研发出一个零部
件需要经过设计、装车、道路测试等多道流
程。而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则可以在汽车的研
发阶段预测其各项物理性能及整体性能，并
在虚拟环境中对产品进行分析或优化，缩短
了概念设计、方案设计等研发周期，提高了
研发效率。此外，预测性维护也为汽车行业
带来了颠覆性变革。车企可利用从汽车传感
器收集并上传到云端的数据，对每辆汽车进
行数字模拟，并通过分析数据预测车辆可
能发生的故障，及时做出反应，避免设备故
障宕机。

“在工业领域，我们之所以需要元宇宙，
是因为在虚拟空间里可以实现真实世界难以
实现，或者是实现成本很高的事情。但是在
构建虚拟空间后，最终的目的仍是要回到现
实世界中，满足人和机器的协同效率，为现实
世界提供服务。”在毛世杰看来，实现工业元
宇宙要分三步走：一是构建元宇宙产线。在
元宇宙产线中，工业产线叠加虚拟世界的信
息与感知能力，可以提升人与机器人的决策

能力和协作效率；在人、机器、数据等关键要
素融合的产线数字孪生体和工业元宇宙虚
拟装配空间中，非接触式检测手段可以实现
三维自动化、智能化质检；工艺仿真模型库
可以引导规范产线操作，提供专家远程协同
指导等。

二是构建元宇宙工厂。在元宇宙工厂
中，通过低时延、高保真、智能决策的工厂级
元宇宙平台可以实现多类型工业软件集成、
沉浸交互设备实现智能巡检、远程协作等应
用，工厂生产运营各环节信息可以全面感知
和实时反馈。

三是打造元宇宙园区。在元宇宙园区
中，虚实结合的新型园区建设模式和运营模
式可以提升工业园区产业规划和布局能力，
优化园区空间布局、设施配套、资源调配等
协同服务能力和运营效率。同时，还可以建

立基于工业元宇宙的科技创新和招商引资
平台，创新园区服务模式。

近眼显示打开元宇宙新入口

通过提升近眼显示元件模块的性能稳
定度与显示效果，能够打造更有沉浸感的虚
拟现实体验。在本次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昌大学教授、南昌实验室主任江风益
介绍了南昌在AR两大核心硬件——微显示
屏和光波导镜片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南昌实验室研究开发出晶圆级微型LED集
成技术，已制备出高分辨率单色AR微显示
屏，突破行业瓶颈技术高光效微红光；南昌
虚拟现实研究院自主研发了全息光波导镜
片、模组和AR眼镜。

据了解，作为元宇宙的重要入口，AR核

心硬件包括微显示屏、光波导、透镜和处理
器。近年来，光学技术、芯片技术和交互体
验不断改进，AR产品不断创新。然而，AR
硬件系统仍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缺乏
高亮度的高清全彩微显示屏，二是缺乏高光
效、轻薄的光波导镜片。

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南昌实验室（南昌
大学国家硅基 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基
于硅基GaN（氮化镓）半导体LED材料和芯
片技术，成功研发出晶圆级微型 LED 集成
技术，并制备出高分辨率单色 AR 微显示
屏。据江风益介绍，GaN材料中载流子扩散
长度小，微型LED受侧壁复合影响小，有利
于制备各种颜色的高光效微型LED。硅基
GaN 微型 LED 与 CMOS 驱动电路无热失
配，可实现晶圆级对准键合，转移效率高、良
率高。红绿蓝微型LED全部采用硅基GaN

材料制备，整个体系可以实现无热失配，有
利于实现RGB混合集成。“要在同一种材料
体系实现红橙黄绿青蓝紫高效发光，特别是
发红光，难度非常大。而我们使用的材料体
系，微红光效率可达 26%，属业内领先水
平，为微型LED 全彩屏打下良好的基础。”
江风益表示。

南昌VR 研究院（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
心）在全息光波导方面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
展。江风益介绍，光波导有阵列光波导、浮雕
光栅光波导、全息光波导三条技术路线。全
息光波导相较于阵列光波导和浮雕光栅光波
导，其优点在于显示效果好，制造成本低，但
高性能全息材料较为缺乏，制造工艺还不成
熟。目前，南昌VR研究院研发的全息材料
核心性能参数在公开文献中处于世界第二
位；同时，还研发出了全息光波导镜片、模组
和 AR 眼镜。其主要亮点为单层波导实现
RGB 三色显示、光效率高达 2000nit/lumen、
镜片成像清晰，显示效果较好。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有望突破全彩化、
实用化AR制造技术。”江风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