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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重任，如饥似渴地享受着这一新兴学科的滋养。

1956-1958 年，金怡濂在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

与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电子计算机技术。

1958 年，回国后的金怡濂参加了中国第一台大

型电子计算机 -104 机的研制。此后金怡濂没有离开

过计算机研制领域，即使单位从北京迁到大西南的

山沟里，且这一去就是整整 20 年，他也始终无怨

无悔地钟情于计算机。

金怡濂曾回忆当时之难：为了查询资料，他得

先坐大卡车爬半天山路，然后再坐硬座火车，经过

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到北京、上海。回来时，再给同

事们捎回肥皂、牙膏、糖果……

当时，国家电子工业基础薄弱，数以万计的组

件要靠钳子、螺丝刀、电烙铁甚至是指甲刀，一个

一个组装起来。金怡濂白天开会学习文件，晚上审

看图纸。一台机器下来，金怡濂指导设计和审看的

图纸摞起来像座小山……

出 生 地：天津

毕业院系：清华大学电机系

获奖年度：2002 年度

金怡濂
1929.9.5 ～

金怡濂 1929 年 9 月 5 日出生于天津，中国高性

能计算机领域著名专家，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开拓

者，“神威”超级计算机总设计师，有“中国巨型

计算机之父”美誉。

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1994 年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荣获 2002 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2010 年 5 月国际永久编号“100434”这

颗小行星以金怡濂的名字命名。

金怡濂作为运控部分负责人之一，参加了中国

第一台通用大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此后长期致力

于电子计算机体系结构、高速信号传输技术、计算

机组装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先后主持研制成

功多种当时居国内领先地位的大型计算机系统。在

此期间，他提出具体设计方案，作出很多关键性决策，

解决了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难题，对中国计

算机事业尤其是并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贡献卓著。

缘定一生

金怡濂 1947 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同年秋考

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和曾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是

同届同班同学。据他们班的同学回忆，大学一年级

时住 8 人一间的大宿舍，晚上没法自习，金怡濂每

天晚饭后就早早去图书馆，或者是在晚上不熄灯的

大餐厅占个位子，自习到寒宵夜重时。

1951 年，刚毕业的金怡濂和系里其他 5 名同学

被分配到部队。 

1956 年，周总理亲自领导制定中国《科学技术

发展 12 年远景规划》，其中，“计算技术”成为重

点发展的学科。根据远景规划，中国政府迅速选派

了一个由 20 人组成的进修队赴苏联学习计算机。

27 岁的金怡濂非常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他和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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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封锁的年代，即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金

怡濂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中国不能没有自己的巨型机！”一件事情的

刺激，曾让金怡濂刻骨铭心。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因为需要，国家有关部门

花大钱从国外进口了一台巨型计算机。然而，居然

还要花钱雇来两个“洋监工”。

他们在大机房中隔出一间控制室，监视机器的

使用。有一个小房子，外方人员不准中国人进入。

为了确保中方不能接触到机器的核心技术，机器也

只能用于合同上规定的用途，甚至连开机、关机也

得由“监工”来做。

“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中国一定要

加速发展巨型机！”金怡濂常常用这件事告诫他的

助手们。

1992 年，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

立，金怡濂出任主任。他把目标瞄向“千亿次”。

1994 年，金怡濂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1994-2000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和中

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主任。

2001 年，金怡濂领导设计的“神威 II”巨型计

算机运行速度达到 13 . 1 万亿次，无论从峰值速度，

还是持续速度，均超过了当时世界上性能最高的计

算机。

2003 年 2 月 28 日，200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总书记主持。

金怡濂院士是本届最高科学技术奖唯一获奖者，江

泽民主席向金怡濂颁发了获奖证书和 500 万元的奖

金。 

  科研成就

金怡濂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一颗“火种”。

他曾经说，是新中国的计算机事业挑选了他，

而不是他挑选了计算机。

20 世纪 50 年代到 60 年代末，金怡濂作为技术

骨干、运控部分技术负责人，相继参加了中国第一

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多种通用机、专用机的研制。

20 世纪 70 年代初，金怡濂敏锐地认识到双机并行

在性能、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性上比单机将有较

大提高，提出了双机并行计算设计思想和实现方案。

70 年代后期，金怡濂与其他科学家一起，主持完成

了多机并行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取得了中国计算机

技术的突破。他运用 Markov 链随机过程方法，分

析主存供数矛盾，提出了混合互连网络方案，解决

了多机系统中互逢拓扑结构的难题；运用叠堆原理，

分析、解决了小信号高速传输问题；提出系统重新

组合，运行、维护两个系统并行互不干扰的思路，

提高了机器的可用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微处理机芯片迅速

发展，金怡濂预见到大规模并行处理计算机将成为

国际巨型机发展的主流，提出了基于通用 CPU 芯片

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设计思想、实现方案和多种技

术相结合的混合网络结构，解决了 240 个处理机互

连的难题，从而研制出运算速度达到当时国内领先

水平的并行计算机系统，实现了中国巨型计算机向

大规模并行处理方向的发展，中国巨型计算机研制

进入与国际同步发展的时代。

20 世纪 90 年代，他撰写了《大规模并行计算

机的发展和我们的对策》等专论，倡议抓住机遇，

发展大规模并行计算机，使中国赶上世界巨型机技

术先进水平。

2003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评论他的同

班同学：金怡濂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他主持完成了中国多台大型、巨型计算机的研制，

系统和创造性地提出了巨型机体系结构、设计思想

和实现方案，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特别是巨型计算机

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