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大模型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大模型和超级计算融合发展十分

重要，我国需认真布局、考虑。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在 2024 中国算力

发展专家研讨会上表示。

在这场由中国智能计算产业联盟与全国信标委算力标准工作组共同主办

的研讨会上，超智融合技术路线的趋势与发展方向引发专家学者热议。

在数字化、 智能化浪潮中， 算力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 但千行百业的计算场景纷繁复杂，单一计算架构无法应对。 与会专家学者

认为，超智融合兼具超算的强大处理能力与智算的算法优化能力，二者融合发

展已成大势所趋。。

我国自研视频大模型

全球上线

8 月 3 日， 亮相 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的人

工智能视频大模型 Vidu 日前宣布在全球正式

上线。 Vidu 开放文生视频、 图生视频两大核心

功能，提供 4 秒和 8 秒两种时长选择，分辨率最

高达 1080P。

Vidu 是北京生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生数科技”） 联合清华大学发布的自研长时长、

高一致性、高动态性视频大模型。 据介绍，此次面

向全球上线，Vidu 在基础功能外新增动漫风格、

角色一致性等功能。 生数科技有关负责人表示，

Vidu 实现了业界最快实测推理速度， 仅需 30 秒

就能生成一段 4 秒片段。 目前 Vidu 无需申请，用

户直接使用邮箱注册即可上手体验。

今年初， 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在全球引发

广泛关注。 目前业界对视频模型的评价主要围

绕三大核心维度： 语义理解准确性、 画面美观

性、 主体动态一致性。 Vidu 较好平衡了这三方

面的表现。 它能准确理解并生成提示词中的文

字，包括字母、数字等，并能生成文字特效。 对

第一人称、 延时摄影等镜头语言，Vidu 也能精

准表达，用户只需细化提示词，即可大幅提升视

频可控性。 同时，Vidu 支持大幅度、精准的动作

生成，保持高流畅、高动态的画面效果。

（何永健）

新技术可降低磁噪声干扰

至少两个量级

近日，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该校教

授彭新华、 副教授江敏团队发现了混合原子自

旋之间的法诺共振干涉效应， 提出了全新的磁

噪声抑制技术， 成功降低磁噪声干扰至少两个

量级。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

超越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奇异自旋相互作

用， 已引起精密测量领域广泛关注。 在很多精

密测量实验中， 奇异相互作用可以引起自旋的

微小能级移动， 从而等效为作用在自旋上的磁

场， 极弱磁场测量技术为检验这类微弱磁场信

号提供了全新手段。 然而， 有关研究普遍面临

一个巨大挑战：磁场信号极其微弱，常被噪声背

景掩盖， 尤其容易受到磁噪声及其他与磁场相

关的系统性效应干扰。

精确测量磁场的高精度仪器———原子共磁

力计提供了一个重要解决方案， 它利用两种不

同的自旋来减小磁场漂移和波动的影响。然而，

以往原子共磁力计仅对低频磁噪声有效， 严重

阻碍了在广阔未探索参数空间中对奇异自旋相

互作用的实验搜寻。

针对上述难题，彭新华、江敏团队发展了基

于法诺共振干涉相消的磁噪声抑制方法， 并在

气态氦和钾原子混合体系中进行了实验验证。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改变施加的偏置

磁场大小， 同时相应调整探测方向与外界特定

频率磁噪声之间的夹角， 可以实现对更高频率

磁噪声的有效抑制， 并从法诺共振干涉相消这

个新角度为实验现象提供完整精确的理论解

释。 （吴长锋）

超智融合为突破算力瓶颈

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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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探索性步伐

资料显示，当前流行的预训

练大模型具有数十亿乃至上万

亿参数， 训练时用到数万亿个

Token（大模型用来表示自然语

言文本的单位）， 训练的过程就

是海量数据处理的过程，这消耗

了巨大算力。

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

中心（Open� AI）测算 ，2012 年开

始，全球大模型训练所用的计算

量呈指数级增长， 平均每 3.43

个月便会翻一番。 目前，计算量

已远超算力增长速度。

“大模型的迅猛发展体现出

新质生产力的特质，但目前遇到

了算力瓶颈。 ”中国科学院计算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说。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

研究所研究员袁国兴说 ：“现在

的应用越来越复杂，不同应用需

要不同算法，对计算机也有不同

要求。 ”

张云泉认为，中国在超算领

域拥有深厚技术积累，超智融合

有望化解这些挑战。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

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说，超智融

合随着基础算力、 智算算力、超

算算力等应用多元化发展而诞

生。 这一技术通过混合型算力资

源或融合型算力体系，可同时满

足多种不同算力的应用需求。

实际上，超智融合技术正成

为近年来全球计算领域热点话

题。 今年 5 月，在以“重塑超算”

为主题的国际超算大会上，超智

融合相关方案遍地开花。

在我国，超智融合技术已被

应用于超算互联网建设。 今年 4

月， 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上线，

标志着我国在超智融合领域迈

出探索性步伐。 平台依托一体化

算力调度、数据传输、生态协作体

系，实现算力供给、软件开发、数据

交易、模型服务等产业链相关各方

紧密链接，构建市场化、互联网化、

标准化的先进计算服务环境。

数据显示， 平台上线以来，已

有超 200 家应用、数据、模型等服

务商入驻，并提供超 3200 款商品。

这些商品覆盖科学计算 、 工业仿

真、 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等领域，可

满足全社 会对先进 计 算 服 务 的

需求。

增强软硬件协同

不过， 要更好实现超智融合，

仍需大量创新探索。

陈润生认为，发展大模型与智

算，不仅要改进应用层面的模型和

算法，还要在基础理论层面有所突

破。在他看来，随着模型规模扩张，

一味“堆芯片”并不可取。根本上还

要向人脑学习， 把空间复杂度、时

间复杂度压缩得更小，以更低能耗

实现更高性能。

此外，软硬件协同创新程度有

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德沛认为，

在硬件方面，要尽量以最低能耗实

现最高性能。未来不一定要做面面

俱到的硬件，可重构或柔性或许是

主要发展路径。 而在软件方面，要

从基本大模型理论出发，形成完整

支撑人工智能的软件栈。

“我国一些超算中心已能为大

模型训练提供支撑，未来还应重点

围绕国产算力芯片发展关键软件，

进一步实现软硬件协同优化。 ”中

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说。

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

研究所所长何宝宏认为，传统超算

和智算训练，对底层基础设施的要

求各不相同。“这需要判断在什么

场景下实现兼容统一，在哪些场景

下凸显各自独特性。 ”何宝宏说。

呈现三阶段演进

在通用性与专用性之间 ，应

如何选择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 ？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 应保持

一定通用性。 尤其在技术和方法

论持续发展的背景下， 应保持芯

片、 系统与软件的普适性， 为研

究提供广阔空间 ， 深化底层理论

与方法探索。

对此，单志广提醒，未来一体

化算力体系的构建，要做好算力资

源和业务应用的统筹衔接。须避免

有效应用需求不足、缺乏网络服务

质量保证、没有成熟调度体系的普

遍性算力互联，不能脱离实际应用

需求进行异地计算和远地计算算

力设施布局，要从算力资源供给侧

和业务应用需求侧两个维度进一

步深化研究。

未来，超智融合具体将以何种

路径演进？ 钱德沛认为，其将沿着

超算支撑人工智能应用、用人工智

能技术改进超算、超智实现内生融

合这三个阶段清晰演进。

他进一步解释，在第一阶段，

对现有计算机系统进行改造与升

级。 要发展专用硬件，确保可高效

支持和执行人工智能任务， 为人

工智能研究提供坚实基础设施 。

在第二阶段， 用人工智能改造传

统计算。 一方面要用人工智能的

方法求解传统超算问题， 另一方

面人工智能也将影响传统计算机

的结构，这个趋势会逐渐明显。 在

最终阶段， 计算机系统将呈现内

在的智能特性。 人工智能不再是

一种外加能力 ， 而将成为计算机

的核心属性和基本组成， 可能计

算能力或智能化水平会远超今天

的超算或智算。

（崔爽）

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

企业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已不再是选

择题，而是必修课。 这场转型不仅是对

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 更是对新型管

理模式的一次全面检验和推动。 几年

前的全球疫情，更是犹如一面镜子，清

晰地映照出企业在管理模式转型中的

真实面貌。

远程办公、 灵活用工等新型管理

方式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前所未有地推

广和应用。 这种变革不仅突破了地域

的束缚， 更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灵活

性和应变能力。 然而，这同时也对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业务流程再造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需

要打破传统的运营框架， 重新设计并

优化业务流程， 以适应远程办公和灵

活用工的新常态。

河南隆祥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李茵， 敏锐地捕捉到了企业管理模式转

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她研究的“基于业务

流程再造的组织效率提升研究” 给出了

一套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不仅是对企业

管理模式转型的理论探索， 更是对实践

操作的深刻指导。她认为，业务流程再造

是提升组织效率的关键，通过优化流程、

减少冗余、提高效率，企业能够更好地适

应市场变化，提升竞争力。

近年来，李茵一直部署这种“基于

业务流程再造的组织效率提升研究 ”

的战略。 在李茵看来，业务流程再造并

非简单的流程优化， 而是需要从根本

上重新思考和设计企业的运营方式。

为此， 她积极引入了贯穿于现代企业

的科技元素， 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来实

现业务流程的再造。

她的理念很快在企业中得到应用。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企业

实现了业务流程的自动化管理， 极大地

节省了人力物力，并优化了生产、销售、

采购等关键业务流程。 有数据显示，该管

理模式的应用使得河南隆祥药业有限公

司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18％， 销售额增加

了 25％。 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利用数字

化技术助力业务流程再造， 从而显著提

高组织效率， 真实展现了在全球化和数

字化大背景下， 企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

的巨大潜力和实际效果。

不过，李茵也指出，这个转变过程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企业有足够的

耐心和毅力不断地去尝试和优化。 对于

处于这一个转型阶段的企业来说， 一定

要有清晰的目标， 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

么样的效果， 才能更好地实现业务流程

再造。“我们不能把科技视为灵丹妙药，

它只是一个工具，真正的核心还在于你怎

么去用它。 ”

凭借在企业管理领域的深耕细作和

卓越贡献，李茵荣获了斯贝瑞“2023 年度

企业管理行业影响力人物奖”。 这一荣誉

不仅是对她个人成就的肯定，更是对她在

推动企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方面所做努

力的认可。

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管理转型是一场

必须走完的长跑， 无论挑战多么艰巨，都

须有明确目标与恒心驱使。 实践证明，这

场变革并非易如反掌， 但也非一蹴而就，

李茵以她的研究和实践，为此提供了一条

切实可行的路径。 未来，我们将更加期待

更多的企业管理者，把握住全球化和数字

化带来的变革机遇，推动企业管理领域发

展腾飞。 （柯以）

跨越传统框架：数字化驱动下的企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