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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性能计算”重点专项2024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高性能计算”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

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在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体系结

构、新型处理器结构、高速互连网络、整机基础架构、软件环

境、面向应用的协同设计、大规模系统管控与容错等核心技术

方面取得突破，依托自主可控技术，研制适应应用需求的新一

代国产超算系统。研发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基础算法库、编

译器及性能优化等支撑软件，研发一批重大关键领域/行业的高

性能计算应用软件，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国产高性能计算应用生

态环境。探索新型高性能计算服务机制，建立具有金字塔层次

结构和全局调度能力的国家超级计算基础设施，依托该设施，

研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应用平台，提高国家超级计算基础

设施的应用服务能力。

2024年度指南围绕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研发方向，拟启动2

个指南任务。本批指南均为应用示范类任务，鼓励行业用户单

位牵头申报，项目配套经费与国拨经费比例不低于1:1。

项目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1.1）的研究方向申报。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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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支持数为1项，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3年。申报项目的研

究内容必须涵盖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研究内容和考核指

标。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5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10家。

项目设1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1名课题负责人。

本专项2024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高性能计算应用软件研发

1.1面向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多领域科学计算软件系统及

应用示范（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面向科学发现及其产业应用对大规模数值模拟

的需求，围绕国家重点行业、重大工程和大科学装置，基于新

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研究多领域共性算法并行实现技术，研发面

向重点行业/领域的高性能计算软件系统，实现在新一代国产超

算系统上的高效并行计算，为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

提供支撑。具体研究：第一性原理计算、分子动力学模拟、蒙

特卡洛模拟等领域应用共性算法的大规模并行实现技术；面向

高能物理、生物医药、材料、地震灾害、海洋环境预测等领域

的高效建模与并行求解技术，以及融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

高效求解技术；基于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多领域应用计算软

件；重点行业/领域的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面向多领域的科学计算软件系统，部署于

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并对外开放使用；对标国际同类软件，

功能和精度相当且性能超越；支持第一性原理计算、分子动力

学模拟、蒙特卡洛模拟等领域共性算法在不少于2种国产超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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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上的大规模并行计算；在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上实现至少2种

核心算法的全机规模并行计算，以及1种核心算法的千万核规模

并行计算，3种算法以百万核为基准，并行规模扩展10倍时的并

行效率不低于30%；面向不少于3个行业/领域研发融合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的高效求解模型及软件，在精度满足应用需求的前

提下，求解速度相比传统数值模拟提升10倍以上；基于所研发

的计算软件建立不少于3个行业/领域应用服务平台，考虑国产

化软件领域布局，应用于不少于3个行业/领域，如高能物理、

生物医药、材料、地震灾害、海洋环境预测等，每个行业/领域

的渗透率不低于20%或用户不少于30个，在国家重大工程、大

科学装置、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应用示范，培养一支高水平、

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关键词：多领域科学计算软件，领域应用共性算法，新一

代国产超算系统，大规模并行。

1.2面向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人工智能训练软件及应用示

范（应用示范类）

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国产超算系统对人工智能产业的

支撑作用，针对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软件在国产超算系统上部

署移植难、训练效率不高等问题，研发面向新一代国产超算系

统的人工智能并行训练以及跨异构处理器的智能算子迁移、翻

译与生成技术和软件系统，并开展应用示范。具体研究：面向

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海量多模态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存储和并

行处理技术、大模型训练算子适配和跨异构处理器的智能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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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与生成以及二进制翻译提升技术、大模型高效训练优化技

术、大模型训练任务随机调度和通信优化技术；在多个国产超

算系统协同下，构建支持混合精度的分布式深度学习并行网络

算法库，以支持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数据多模态需求；支撑基

于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多学科、多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联合

设计优化，设计包括仿真系统与人工智能模型的智能系统整体

架构，提出融合领域仿真数据、半实物数据与实物数据的虚实

结合与可持续自主学习基础理论与方法，显著提升在新一代国

产超算系统上开发及适配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效率。

考核指标：研发基于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的人工智能大模

型并行分布式训练软件系统，包括高性能共性算子库、人工智

能算子编译优化器、跨异构处理器的智能算子迁移与生成软件

栈、跨超算中心异构任务调度器和通信软件栈等，软件部署于2

台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并提供应用服务。软件在国产超算系

统上实现千万核规模并行训练，持续训练性能达到EAIOPS，模

型训练并行效率不低于30%；实现不少于40类有源码算子与不

少于15类无源码二进制算子的跨异构处理器智能迁移与生成，

基于编译优化等技术实现算子性能达到手动算子80%以上，并

行训练速度较主流开源框架性能提升30%以上；多模态语料库

的数据规模达到10PB量级，文件数量达到千亿，模型训练参数

不低于万亿；面向智慧医疗、无人驾驶等2-3个超算+智算重点

领域部署多模态领域大模型并开展应用示范，部署不少于20个

高性能神经网络基元库与支持混合精度的领域共性算法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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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不少于2个领域标准样本数据集，每个数据集包含不少于1000

万条高质量标准样本数据，研发基于领域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应

用软件不少于30种，软件在医疗、无人驾驶、工业制造等不少

于3个行业/领域取得实际应用，每个行业/领域服务单位和用户

数分别达500家和2000个以上，领域大模型与现有主流模型相比，

参数规模提升10倍以上，模型性能提升2倍以上，在国家重大工

程、大科学装置、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应用示范，并实现关

键技术和应用软件的开放运行，培养一支高水平、多层次的人

才队伍。

关键词：人工智能训练软件，新一代国产超算系统，大规

模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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