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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华，有一个龙芯智慧产业园。这里
聚集着龙芯中科、清华同方、神州信息、国家
域名中心等30余家知名企业，他们的产品很
小，却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日前我来到
这里，寻找“芯”秘密。

在龙芯中科,我穿戴好无尘衣、无尘帽
和防静电手指套等“装备”，通过风淋室的

“洗礼”后进入工作间。工作间内只有机械
手臂工作的声音，它们不停点击着放置于晶
圆盘中的每一片晶圆。晶圆经历初测和复
测后，才能进入到封装环节。公司总经理贾
燕伟告诉我，这些芯片正是龙芯中科自主研
发并用于智能家居和物联网的LS1C系列主
控芯片。

在车间内，一款带“芯”的门锁吸引了我
的注意。这款门锁在外观上与普通门锁并无
二致，但内里“另含玄机”。我拿出手机，通过
连接微信生态圈，在小程序上完成用户认证
和密码设置后，门锁便“啪嗒”打开了。贾燕
伟介绍，这是一款可以通过蓝牙、WIFI等模
块与锁端进行数据交互的智能门锁，在降低
门锁硬件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不同端口间
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让门锁变“聪明”，芯片是关键。在金华，
五金是优势产业，但面临着低科技含量、低附
加值、低创新力的问题，自主研发五金电子模
块成为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龙芯”来到金

华的第一天，便定下“开发适合金华五金产业
用的芯片”的目标。

如今，“龙芯”面向金华五金产业研制的
芯片，销量从最初的不到10万片，上升至60
多万片。不仅如此，“龙芯”还把五金智造产
业链上游的设置制造与解决方案厂商，以及

下游产品厂商进行了整合，不仅形成了初显
规模的产业群，而且有望带动下游产业销售
额破亿元。

从产业园里走出的“芯”成果，正走入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说在中国农业银行金
华分行营业部就有成果应用场景，我马上赶

到了那里。在营业大厅，我一抬头就能看到
“龙芯专区”的LED显示牌，楷体的“我的中
国芯”五个大字镌刻在旁。

我来到一台自助办理一体机前，点击
屏幕后，系统显示该柜机可以办理账户管
理、基金业务、外汇业务、理财业务等 8大
功能交易。

“可别小瞧这个营业厅。”龙芯中科副
总经理李勇告诉我，这其中的每一项业务
背后都有他们的产品。这个营业大厅有个
专属名字，叫“龙芯国产化自助服务终端营
业厅”，是正式投入使用的国产芯片自助设
备营业厅。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龙芯智慧产业园不
仅协助推动完成了近3万套教育等终端的替
代任务，更将应用范围延伸至乡镇街道、卫
生、金融等领域，打造出省内第一个以信创产
业为特色的十亿能级平台。

看着摆满书柜的一张张荣誉证书，贾燕
伟告诉我：“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的发展
道路非常漫长，需要产业
生态和产业集聚的支持，
在探索的路上不允许‘差
不多’‘也许’‘大概’这些
含混的字眼出现，只能一
步一个脚印努力追赶。”贾
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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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流浪地球2》中的“数字生命计
划”吗？为了生成海量数字化的人类意识，它
必须仰仗“未来航天中心计算机”的算力支
持。而科幻已照进现实。

驱车从乌镇往桐乡方向，一座蓝瓦瓦的
玻璃房伫立在我面前，这就是久闻大名的

“乌镇之光”。它有“超强大脑”——数据存
储能力达60PB，整体计算能力跻身国际前
列。凭借天赋异禀，它服务长三角地区、辐
射全国多地，自去年3月投运以来，已经为
7000多家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等提供算力
服务。

最近，我跟随运维人员走进“乌镇之光”，
前往生命科学和生态环境两个应用场景，体
验无形而强大的计算力量。

一秒钟运算量相当于
14亿人算7年

这间占地面积529平方米的玻璃房子，
四周走廊环绕，6880台运算设备（又称“节
点”）按照两侧、四层排布，中间留出一条
过道。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外观造型？运
维人员讲述了一个“玻璃房子”的故事。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技术薄弱，我国通过
各种渠道从国外引进一台大型计算机。然
而，商业合同规定机器必须封存在玻璃房
子里，并在外国代表的监控下使用。这是
行业的耻辱，也激励着一代代科研人员发
愤图强。如今，我们搭建起自己的“玻璃房
子”，象征着一种专业情怀和对后来者的
勉励。

置身这座“超强大脑”里，可以看到工作
中的计算节点闪着绿灯，耳边传来“啪嗒啪
嗒”的阀门开关声。这里的计算能力有多
强？运维人员告诉我，如果每人每秒进行一
次运算，那么14亿人要连续算7年，才能赶上

“乌镇之光”一秒钟的运算量。
强大的计算能力源于核心硬件之一“异

构加速器”，运维人员打了个比方：通用处理
器就像几个大学教授，可以解出高数难题；而
异构加速器就像几千个小学生，可以运算大
量简单重复的“1+1”，正适合大数据运算场
景。“小学生们”同时记数和算数，最终统一输
出，这就需要大家有相近的速度。所以，每位

“小学生”都必须搭载过硬配件，形成训练有
素的队伍。

在“乌镇之光”的外部，动力系统楼是支
撑“超强大脑”的“心脏”。暖通机房、细水雾
泵房、高压配电室、柴油发电机……运维人员
告诉我，“超强大脑”一天最多用掉12万度
电，还要配备消防所需的喷雾器、调节精密空
调的变频器等。

溯源检测每段基因来自
哪个细胞

在墨卓生物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我见
证了“乌镇之光”帮助技术人员通过一块肿瘤
样本发掘出上亿生命密码本的全过程。

这家公司主打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该
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个“新奇物”。公司资
深科学家徐云飞博士介绍，传统的基因测序，
是把多个细胞内的基因混在一起，获得平均
结果；然而，来自人体同一组织的两个细胞之
间仍然有约万分之一的序列差异。

实现单细胞测序，就能探索基因如何调
控单个细胞的命运轨迹和生老病死。“这也为
精准医疗提供了可能，比如某块肿瘤组织中
可能有近10%是癌细胞，精准识别有助于研
发专门靶向癌细胞的特效药。”他说。

生物实验室里，“全副武装”的技术人员
解离小鼠肿瘤样本获得细胞悬液，并滴在“微
流控芯片”上。“注入细胞悬液、分子标签微球
和其他多种生化反应试剂，完成细胞和分子
标签微球一一匹配，就像把每个细胞单独关
进小房间，派发代表生日和出生地等信息的
身份证。”徐云飞说。将处理好的芯片送入机
器中，10分钟，数万个细胞就能拿到“身份
证”。随后经过基因测序流程，上亿生命密码
本编制完成。接下来，“乌镇之光”正式登
场。办公大厅里，程序员们正在电脑上输入

长串的分析样本和参考基因组等代码，实现
和“乌镇之光”对话和下达任务。该公司程序
员徐丽婷介绍，海量测序数据需要与“身份
证”匹配，进行多组学对比分析，“这样大的运
算量，普通计算机连打开文件都做不到，必须
委托‘乌镇之光’。”

两个多小时后，“乌镇之光”轻松完成任
务，并反馈一份近30G的报告。报告显示，这
块样本检测到8898个细胞，数据质量良好。

“这些精确到单细胞水平的基因测序信息，可
以用来溯源检测到的每段基因来自哪个细
胞，也可以进一步了解细胞之间如何联系和
相互作用。”徐云飞说。目前，该公司已完成
超过1000例样本测试，将各地的“生命天书”
汇入“乌镇之光”求解。

探知 15 天内空气“健
康”状态

“长三角受弱气压场控制，中北部良至
轻度污染，短时可达中度污染，南部以良为
主，首要污染物为 PM2.5。”这样的空气质
量预报是怎么来的？我来到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看“乌镇之光”如何探知空气“健
康”状态。

为了给我说明技术原理，中心大气环境
监测部副部长徐冰烨翻出一份PPT示意图。

“空气质量预报需要综合污染排放源和气象
条件两方面因素。”她说，不过，两方面数据不

能简单叠加。可以想象，刮风下雨可能产生
上升、沉降等物理变化，不同污染物相遇可能
出现化学反应，这些数据要纳入复杂的大气
模式系统，通过大数据运算来模拟时空变化，
从而得出空气质量的仿真结果。

“我们从去年5月开始和‘乌镇之光’合
作，运算速率提升近8倍，各类情景在5小时
内都能出结果。”徐冰烨说，通过“乌镇之光”
的计算，预报的最小空间单位从原来的
4km×4km精确到1km×1km，最小时间单
位缩减到1小时内，而预报时长则从5天延
长到15天甚至更长。不仅如此，预报结果还
能为治气决策做参谋。徐冰烨翻出了2022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总结资料：“我们
和‘乌镇之光’合作，运用浙江省大气预报预
警模式系统，提前9天预测到乌镇将出现会
期PM2.5 浓度高值过程。”治理从何着手？
必须反向解析颗粒物来源。为预防可能出现
的短时超标，他们通过区域源解析和行业源
解析，提前通知乌镇当地相关行业进行精准
治理。

上午11时，当日预报出炉。徐冰烨打开
平台进行人工订正，稍后将预报结果送到长三
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
心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这
个平台能够对接国家和长三
角相关平台，实现数据共享、
预报预警联动，今年还将支持
亚运环境保障。”她说。

“乌镇之光”为7000多家科研院所、高新企业等提供算力服务——

感知“超强大脑”的计算力
本报记者 胡静漪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一般不是放在家里，而是放在银
行里。而互联网企业最核心最‘值钱’的东西，都放在我们
这里。”到达中国联通德清云数据中心时，负责人董骏的一
番开场白让我大为惊讶。

德清云数据中心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数据中心，这里有
许多互联网企业的核心服务器。新冠肺炎疫情刚开始时，
全国的健康码和远程课堂的服务器都搭建于此。每年“双
11”，当“剁手党”们紧盯购物页面时，这里的工作人员都在
默默守护着数据安全。

热火朝天的互联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里的“冷”——
园区机房对温度的要求极其严格，要求全时段保持在27摄
氏度以下，为的就是能让服务器运行更稳定。寻找让服务
器“冷静”的秘诀，我们首先来到能源站。这里可以说是整
个园区的“动力源”。与燃烧煤等传统能源发电不同，它使
用天然气作为能量发电，并利用其发电后的余热进行供暖
及供冷。

“小心脚下。”董骏边走边说。“你说什么？”能源站里传
出的机器声响很大，我根本听不清楚。“我说，小心脚下！”进
入设备间后，巨大的轰鸣声中，我们几乎是用“吼”完成了
交流。

“这里面的设备是内燃机和烟气-热水型溴化锂机，也
是能源站的主要供能设备。轰鸣声代表这些机器正在工
作。”董骏解释道。管道天然气经过调压后进入燃气内燃机
燃烧，产生电能和热能。随之排出的高温烟气和缸套水则
进入溴化锂机组，热量在机组里被吸收后产生空调冷水，再
通过提升泵将空调冷水输送到数据中心，为数据中心实现
供冷。这个过程有个专有名词，叫“冷热电三联供”。董骏
告诉我们，冷热电三联供对废热进行回收利用，整个系统的
能源综合利用率可以达到86.3%，而一般的集中供电方式
最高也就是50%。

在探访的过程中，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能源站内
声音嘈杂，却看不见操作人员的身影。原来，他们都在能
源站的“大脑”——控制室。控制室房间不大，电脑上显
示着设备工作线路图，四块大屏则在实时反映设备运转
情况。屏幕上面有许多红红绿绿的小点，每个点都代表
一台机器。

“整个能源站的控制操作都在这里，通常只需要4到5
名工作人员就可以完成设备的运行和操作。”运维人员说。

“每台机器上都安装有压力表、温度计这两个在线仪
表，对设备内部的压力和温度进行实时监测。小点旁边
的数据，就是由在线仪表传输过来的，一旦出现问题我们
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必要措施，自动化程度非常高。”说
这话时，运维人员的脸上满是自豪。“采取措施的时候不
会因为暂停工作而对机房的运转产生影响。”董骏立刻在
一边补充。“走，我带你去看看！”说着，他带我走向了能源
站的设备间。

“观察一下，能不能发现什么？”他说。我绕着设备转了
一圈才发现，原来每台机器的管道数量均为偶数，并且管道
上贴有字母a、b。“没错！这就是为出现突发情况准备的。
每一组机器都有两台，a、b管分别连接不同设备，在大多数
情况下使用a设备，b设备作为备用，这样就可以保证整个
园区24小时不间断运行。”

从2018年5月28日正式运行以来，这个能源站已经
为德清云数据中心供能了近5年的时间。中国联通德清云
数据中心每年可以节约3722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56万吨，2020年成功入选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成为清洁
能源在数据中心领域中应用的标杆。

走进中国联通德清云数据
中心能源站

寻找让服务器
“冷静”的秘诀

本报见习记者 张琬琪

编者按：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

济。而在浙江，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正强力推进。记者日前走访嘉兴、湖州、金华，聚焦全省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数

字技术应用场景以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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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静漪

龙芯中科（金华）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智能五金配件。 受访者供图 能源站的“大脑”——控制室 本报见习记者 张琬琪 摄

利用天然气发电的能源站内燃机组 本报见习记者 张琬琪 摄

在“墨卓生物”，技术人员使用单细胞基因测序技术处理生物样本，查看“乌镇之光”解码基因的结果报告。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