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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科技大学建校 70 周年专题

编者按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是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高地. 在长期办学实践中, 学

院始终紧贴国家现代化建设需求, 锻造了一支勇于攻坚的高素质科技队伍,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信息化

领域骨干人才, 取得了以天河/银河系列高性能计算机为代表的一大批世界领先科技成果, 为国家战

略计算能力和自主可控信息系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计算机领域形成了引领全军、代表国家高水

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的综合实力. 近年来,面对信息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变革,国防科技大

学计算机学院师生及院友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存储、传感器信息处理、遥感图像处理、软件开发范

式、高性能数值模拟等重要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

为纪念国防科技大学建校 70 周年,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联合《中国科学: 信息科学》推出国

防科技大学建校 70 周年专题, 集中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及其院友近年来在变革性信息科学

与技术方面的重要成果. 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 本专题收录了 6 篇论文, 涵盖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

院三个一级学科的部分重要研究领域.

(1) 国防科技大学卢锡城等撰写的 “并行智能训练技术: 挑战与发展”, 聚焦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

能技术深度融合发展趋势, 总结了并行智能训练的基本模式和关键技术, 以及并行智能训练框架的发

展现状, 分析了并行智能训练技术和框架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并介绍了银河天璇并行智能训

练框架的研究进展.

(2) 国防科技大学黎湘等撰写的 “雷达目标微动表征、估计与识别研究”, 在结合雷达回波调制规

律的基础上, 重点阐述了稀疏时间 – 频率 – 调频率表征、新型变换域统计量估计、基于网络的特征融

合识别等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微动信息提取方法, 并对微动机理、新型微动测量雷达、新型微动信息处

理方法进行了展望.

(3) 国防科技大学王怀民等撰写的 “群智范式: 软件开发范式的新变革”, 从已经发生的两次软

件开发范式变革 (工程范式和开源范式) 出发, 认识总结软件开发技术的发展规律, 重点阐述正在形

成的群智范式变革, 并结合实践经验探讨软件如何定义未来, 为人机物三元共融的群智软件开发提供

指导.

(4) 清华大学舒继武等撰写的 “分离式数据中心的存储系统研究进展”, 分析了分离式数据中心的

驱动因素, 阐述了其架构特点和优势, 并综述了对应存储系统的关键技术和代表性研究工作, 然后, 围

绕数据容错、异构计算及异构网络, 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给出了总结.

(5)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付琨等撰写的 “遥感跨模态智能解译:模型、数据与应用”,总

结了遥感领域多模态多任务学习方法的研究现状, 针对基础模型应用到遥感领域的难点, 提出了基于

跨域提取和跨域融合理念设计的模型架构, 在多个国际标准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验证, 并开展了应用示

范, 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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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莫则尧等撰写的 “学科交叉多物理场耦合并行计算构件模

型”, 针对学科交叉多物理场耦合的多样动态演化特征, 提出一种跨学科并行计算构件模型, 将耦合复

杂度从平方量级降低到线性近优, 并奠定了耦合可信度提升的并行计算基础.

感谢各位作者的积极投稿和认真撰写,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及时、耐心、认真的评审工作. 同时, 感

谢编辑部各位老师的辛勤工作. 最后, 希望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师生与院友在信息科学与技术迅

速变革的大背景中, 为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多重要贡献. 祝愿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越办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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