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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收集情况
数据与收集对象
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用户（以课题组为单位）
超级计算环境相关数据——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总中心和8家分中心系统负责人
Web数据收集平台
系统平台：“CAS SCDI数据收集系统”
访问网址：http://survey.scgrid.cn（已关闭）
数据收集用时
2013年4月12日～26日 / 5月3日～13日，共计18个工作日。
数据具体提交情况
“各中心管理员”类别——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总中心和8家分中心提交了超级计算环境相关数据。
“超级计算用户”类别——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总中心深腾7000和网格用户及GPU用户中，2013年84个课题组提
交了2012年度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分中心和所级中心用户中，有38个课题组提交应用成果
数据；共计122个课题组提交了2012年度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注：2012年共计122个课题组提交了2011年度超
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其中总中心用户群体中有76个课题组提交了2011年度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2011年共计
171个课题组提交了2006-2010年超级计算应用成果，其中总中心用户群体中有91个课题组反馈了应用成果调查
表）。

2. 超级计算环境使用情况概览
基于各中心管理员提交的超级计算环境相关数据，从系统使用率和计算规模两个维度对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
2012年度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总中心和分中心系统整体使用率（2012年）

图1.  2012年度总中心和8家分中心系统整体使用率
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CAS SCDI）评价指标数据基于自主开发的“CAS SCDI数据收集系
统”Web在线收集，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用户群体中共计122个课题组提交了超级计算应用成果。

2012年度，CAS SCDI为300.11点，较2011年度（修正值）增长4.18%，2006-2012年间CAS SCDI年平均增长率
为40.19%。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增长明显趋缓。

2012年度，环境使用分指数、人才培养分指数、环境建设分指数增幅较明显，其中环境使用分指数增幅最多，达
到23.88%，主要原因是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的整体管理运维水平不断提高，各中心资源利用率明显提
升；人才培养分指数稳步增长，表明各单位对高性能计算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也说明高性能计算培训
成效较为显著；环境建设分指数主要是因为有所级中心投入了新的设备。

2012年度，收入分指数降幅特别明显，降幅比例超过40%，主要原因是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在过去一年
中基本未建设新的环境或升级计算能力，缺乏竞争力，导致部分用户流失。

2012年度，支持用户科研项目分指数略有增长，直接原因在于用户申请的“十二五”的科研项目逐渐到位，并开
始利用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实施项目。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网格环境现有计算能力未能满足用户动态的应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科学院超级
计算的发展。

在用户作业计算规模提升、服务支撑科研项目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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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

注 目前院超级计算环境中包括总中心、8家分中心、17家所级中心和11家GPU单位。GPU单位除已列出的6
家外还包括总中心、2家分中心（深圳和沈阳）和2家所级中心（高能物理所和紫金山天文台）。  

总中心（1家）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分中心（8家）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深圳）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

GPU单位（6家）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所级中心（17家）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内容提要

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总中心和8家分中心系统使用率情况如图1所示。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度，总
中心和青岛、合肥、大连、武汉家分中心系统运行负载较高，系统使用率均接近或超过了70%，其中合肥分中心系
统使用率最高，超过了85%。这主要在于这些超级计算中心拥有较大规模的用户群体，超级计算学科应用领域较为
广泛，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强超级计算能力；昆明、沈阳和深圳三家分中心系统使用率在40%左右，系统使用率相对
低位，可以从加强超级计算人才培养、拓展超级计算应用领域、培育超级计算典型示范应用等方面提高超级计算应
用水平；而兰州分中心尚有一定程度富余的计算能力，可以进一步应用和发挥。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总中心和分中心按计算规模统计的用户作业机时占比情况（2012年）
对于总中心按计算规模统计的用户作业机时占比，2012年、2011年和2010年对照情况如图2所示。总中心64～127 
CPU核计算规模的作业机时占比连续三年保持最高，且2012年度超过50%，主要原因在于百万亿次计算能力带来了
用户作业规模的提升，且该规模的用户作业在现有计算能力有限的深腾7000中排队等待时间相对较短；2012年度
256CPU核以上大规模作业机时占比均较2011年度有所降低，512～4095CPU核计算规模的用户作业机时占比降幅
较大，这主要是由系统负载较高、大规模作业难以被调度执行等因素导致；2～31和128～255CPU核计算规模作业
机时占比基本与2011年度持平，串行计算作业机时占比降幅明显；2012年度总中心“计算规模—用户作业机时占
比”变化曲线的波峰与2011年基本接近，这主要与系统高负载直接相关。伴随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计算规模—
用户作业机时占比”变化曲线仍将呈现出“尖峰-厚尾”不对称分布形态，曲线的峰值会逐渐右移且靠近曲线的左侧。
这也表明，超级计算能力建设需要合理规划布局、分阶段扩容，才能够满足用户动态的应用需求，形成计算能力与
学科领域应用协调、良性发展局面。



3. 超级计算用户应用成果概览
基于超级计算用户已提交的2012年度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数据，对用户科研项目、学术论文和专利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Web数据收集平台
计算支撑科研项目经费来源情况（2012年）
在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用户群体中，2012年度计算支撑科研项目共计187项，经费来源分布情况如图4所示，国
家级项目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多（占总项目的59%），这充分表明中国科学院超级计
算环境为国家层面的科学研究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计算支撑，对于国家科技创新有着无法替代的服务支撑能
力。

4. 2012年度CAS SCDI编制
2012年度CAS SCDI编制说明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CAS SCDI）编制以超级计算生态环境合理量化综合评价为出发点，遵循科学性、目
的性、导向性、代表性、可行性、公开性和通用性原则，从环境建设、环境使用、用户直接科研产出、支持用户科
研项目、人才培养和收入六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共计17个三级评价指标、6个分指数、1个综合指数。
2012年CAS SCDI编制结果及分析
2006-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6个分指数走势如图7所示。2012年度，各分指数较2011年度的增
长比例及对总指数的贡献如图8所示。

超级计算用户发表论文检索情况（2012年）
超级计算用户2012年度已发表论文共454篇，检索情况如图5所示，其中被SCI和EI检索论文数达到90%。和2011年
度相比，2012年度论文数量总数增长了8.35%，其中很可喜的是被SCI检索论文增加了16.46%。分析发现，中国科
学院院超级计算环境提供的计算服务有力地促进了基础理论研究、科学发现和工程技术创新。

图2. 总中心按计算规模统计的作业机时占比情况对照 图3. 2012年度分中心按计算规模统计的作业机时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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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为2012年度各分中心按计算规模统计的作业机时占比情况。分析发现，在分中心万亿次计算系统中，用户作业
基本集中在2～127CPU核的计算规模，除兰州之外的7家分中心该计算规模区间段的作业机时占比逾80%，其中合
肥和沈阳分中心在该计算规模区间段的作业机时占比超过97%；8家分中心中，兰州分中心128CPU核以上计算规模
的作业机时占比最高，昆明分中心的串行计算作业机时占比最高且无32CPU核以上计算规模的并行作业，兰州分中
心在128-255CPU核并行作业的占比是8家分中心最高的，超过20%，除了深圳和青岛，其它家分中心都没有256 
CPU核以上计算规模的并行作业。这表明，各分中心在大规模并行计算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力，在超级计算应用
拓展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图4. 由计算支撑的用户科研项目经费来源情况

图5. 超级计算用户已发表论文检索情况

超级计算用户专利授权情况（2012年）
2012年度超级计算用户专利授权共计8项，类别分布情况如图6所示，由超级计算技术支撑所产出的专利全部集中在
“发明”这个类别，超级计算对于知识创新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与2011年度相比，2012年超级计算用户专利授
权项减少了41%。

图7.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分指数走势（2006-2012年）

图8. 2012年度各分指数较2011年度
增长比例及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

对6个分指数的编制结果的分析表明：

2012年度，6个分指数中收入分指数和支持用户科研项目分指数较2011年度均有所下降，降幅分别约为41.27%
和0.60%；其余4个分指数较2011年度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环境使用分指数增长最为明显，增幅23.88%，人
才培养分指数和环境建设分指数增幅分别是8.56%和7.77%，而用户直接科研产出分指数增幅最小，尚不足3%，
和2010年度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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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度，环境建设分指数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最高，超过50%，主要原因是所级中心新上了设备，如果“十二
五”期间对总中心和分中心环境升级更新，贡献会更高；其次是环境使用分指数和用户直接科研产出分指数对总
指数增长的贡献最高，超过30%；再其次是人才培养分指数。但是，支持用户直接科研产出分指数和收入分指数
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是负的，特别是收入分指数贡献率-40%，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的基础设施
已基本老化，竞争力减弱，导致收入明显降低，这是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目前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薄弱环节，需
要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予以突破；

2012年度，环境使用分指数稍有回升，与用户“十二五”期间计算支撑科研项目逐步到位有关系；人才培养与用
户直接科研产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性能计算培训成效不错，有力地促进了超级计算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在几乎没有增强计算能力的情况下，仅靠增加公用的应用软件数量几乎很难带来环境建设分指数的明显增长。

图9.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CAS SCDI）走势（2006-2012年）

2012年度，CAS SCDI为300.11点，较2011年度增长4.8%，2006-2012年间平均增长率超过40%。这表明，中国
科学院超级计算过去六年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的建成为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的发
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加强超级计算软环境建设仍然是中国科学院院超级计算今后发展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超级计算应用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计算能力的提升，但计算能力升级的间隔周期过长，致使用户作业规
模长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甚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不利于超级计算应用的良性发展，也是阻碍超级计算发
展的一个因素。

加强超级计算人才培养是超级计算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关键环节，能够直接推动用户直接科研产出和收入等层面的
发展，能够为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良性发展提供持续推动力。

更正说明：在去年发布的《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2011》报告中，2006-2010年的发展指数计算中的权重
保留小数点位数与2011年的发展指数计算的权重保留小数点位数不一致，导致2006-2010年的指数计算有稍微偏
差。在这特别更正，调整前和调整后的指数如下：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2006-2012年度走势如图9所示。分析表明：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备注    

调整前的指数 39.57  50.70   56.55    101.02     248.13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2011》    

调整后的指数 39.54  50.61   56.80    101.23     247.77     《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2012》  

有规划、有节奏地持续增强超级计算能力，动态扩展用户应用的计算规模，有效满足用户群体对超级计算的动态
需求；

不断挖掘承担计算支撑科研项目的用户，进一步增强对用户科研项目的服务支撑能力；

复合型、多元化的超级计算应用人才培养是超级计算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建议进一步加强交叉学科研究
生培养，为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良性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为适应超级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院应结合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潮流和趋势，组织力量开展高性能
计算技术前瞻性研究，加强技术创新与储备，建立超级计算增值服务体系。

感谢中国科学院各级领导，尤其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信息化工作处对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编制工作的精心
指导和大力支持！

数据是指数编制的基础，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环境的超级计算用户们、各中心管理员耗费宝贵的科研时
间积极提供相关数据！您们的积极参与，是保持该指数生命力的关键。

感谢关心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的社会各界同仁！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与您们一如既往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建议

致谢

反馈
若您对中国科学院超级计算发展指数编制工作有任何疑问、意见或者建议，请及时联系我们，可以反馈至邮箱
survey@sccas.cn或电话010-58812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