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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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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地学系超算团队参与研发的

SWQSIM 成果获得 2021 年度 “戈登·贝尔”奖

入选“2021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该新闻评

选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学

院学部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

承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

得出，至今已举办 28 次，是公众全面了解国内外科

技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

美 国 时 间 11 月 18 日 下 午， 中 国 超 算 应 用

团 队 凭 借 Closing the Quantum Supremacy 

Gap:Achieving Real-Time Simulation of a 

Random Quantum Circuit Using a New Sunway 

清华大学地学系超算团队参与研发的 SWQSIM 成果获得 2021

年度“戈登﹒贝尔”奖入选“2021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Supercomputer（简称 SWQSIM，“超大规模量

子随机电路实时模拟”）成果，获得超级计算应用

领域国际最高奖项—2021 年度“戈登·贝尔”奖。

清华大学地学系超算团队与之江实验室、国家

超算无锡中心、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合作

研发的 SWQSIM，提出近似最优的张量网络并行

切分和收缩方法及混合精度算法，可高效扩展至数

千万核并行规模，并提供每秒 4.4 百亿亿次的持续

计算性能，是全球超算领域目前已知的最高混合精

度浮点计算性能，总体性能显著超过谷歌量子计算

机“悬铃木”。这也是该团队第三次获得超级计算

应用领域国际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戈登·贝尔”奖评奖委员会主席 Mark Parsons 教授公布获奖结果。Jo Ramsey, SC Photography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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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地学系刘竹课题组发文探讨

2021 年全球碳排放变化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

新评估报告，要将本世纪末的温升目标控制在《巴

黎协定》制定的 1.5℃或 2℃，从 2020 年初起全

球剩余碳预算分别仅剩 4000 亿吨和 11500 亿吨

二氧化碳（基于 67% 的可能性区间）。清华大学

地球系统科学系（以下简称“地学系”）刘竹课题

组利用研发的全球近实时碳排放数据库（Carbon 

Monitor），实现了全球碳排放量的近实时监测，

更新了最新的全球剩余碳预算量。最新数据显示，

2021 年全球碳排放量达到 349 亿吨二氧化碳，相

比 2020 年增长 4.8%，消耗了 8.7%（1.5℃情景）

或 3%（2℃情景）的全球剩余碳预算。该结果表明，

如继续保持现有排放水平，1.5℃和 2℃温升目标下

的全球剩余碳预算将分别在9.5年和31年内被用完。

这 一 成 果 近 日 以“2021 年 全 球 碳 排 放 监

测 ”（Monitoring global carbon emissions in 

2021）为题在《自然综述：地球与环境》（Nature 

Reviews: Earth & Environment）发表，论文发布

了基于全球近实时碳数据测算的 2021 年全球碳排

放最新变化，更新了《巴黎协定》温升目标下的全

球碳预算。

文章指出，全球碳排放量在 2020 年出现大幅

下降（-5.7%），而这一数字在 2021 年出现反弹。

另外有研究指出全球甲烷排放在 2020 年下降 5.7%

后，在 2021 年也反弹了 3.7%。虽然全球主要国家

已陆续宣布各自的碳中和目标，但近实时数据表明，

当前全球的减排幅度和措施距离实现《巴黎协定》

的目标相去甚远。各国需要更积极的减排行动，并

加强对碳排放的持续监测、记录和评估。

清华大学地学系刘竹副教授为文章第一作者兼

图 1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排放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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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度 S；继而根据垂直方向上过饱和度的变化求

得大尺度网格内的最大过饱和度 Smax，据此对气

溶胶粒径谱进行截断和积分后，即得到可活化的总

云滴数浓度 NCCN。

与传统的参数化方案相比，由于考虑了次网格

尺度的变化，QDGE 方案显著提高了计算精度。

研究组以高精度数值求解活化过程的气块模型结果

为参考值进行对比发现，在不同气溶胶类型和垂直

速度条件下，QDGE 方案的计算结果与气块模型

（Parcel Model）结果的偏差均在 0.18% 以下（如

图 2 所示），相比于传统参数化方案的偏差减小了

一个量级，显著提升了活化过程的计算精度。

此外，本研究还使用全球不同区域（中国、加

拿大、智利和巴西，分别代表城市、海岸、海洋和

清洁大陆的不同气溶胶类型和气象条件）飞机观测

的云微物理数据对 QDGE 方案的计算效果进行了评

估。结果表明，QDGE 方案能够有效模拟不同气溶

胶类型和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活化过程，计算得到的

云滴数浓度相对误差全部在 26% 以下，有效提升了

云滴活化方案的普适性和准确性。

清华大学地学系博士生王恒琪为论文的第一作

者，地学系彭怡然副教授和加拿大气候模拟与分析

中心的 Knut von Salzen 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通讯

作者，北京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的高级工程师杨燕、

周嵬和赵德龙为论文合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科

技部重点研发项目（No.2017YFC1501404）和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No.42175096, No.41775137

和 No.71690243）的支持。

全文链接：https://doi.org/10.5194/gmd-15-

2949-2022

图 1 QDGE 活化方案的计算原理和流程图

图 2 QDGE 方案（实线）计算的最大过饱和度与气块模型（虚线）高精度数值解的对比。









18

工作动态
WORK
NEWS

副校长彭刚参加地学系领导班子党史学习

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清华大学地学系组织开展寒假前安全检查

1 月 10 日上午，地球系统科学系（以下简称“地

学系”）在蒙民伟科技大楼南楼 S818 会议室召开

领导班子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副校长彭

刚参加会议。会议由地学系党委书记、系主任罗勇

主持，系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罗勇首先通报了 2020 年度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和此次民主生活会前系领导

班子集中学习情况，并代表领导班子作对照检查。

在对照发言中，罗勇围绕“带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等五个方面查摆班子存在的问题，

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刻剖析。罗勇表示，系

领导班子将通过推动落实 “提升领导班子政治站位，

在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地学学科任务中进一步主

动担当、积极作为”等 20 项整改举措，促进地学系

工作突破发展，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随后，系领导班子成员罗勇、张强、林岩銮、

卢麾逐一进行了对照检查和自我批评，并接受了其

他班子成员坦诚的批评和建议。

在总结点评环节，彭刚对地学系领导班子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 同

时指出了对照检查中的不足之处。彭刚表示，此次

民主生活会准备精心充分，班子成员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务实坦诚，整改措施有助于促进班子下一步

工作的开展。希望地学系领导班子抓住发展机遇，

动真碰硬，在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建成世界一流乃至世界一流前列的地学学科方面，

进一步明确学科发展的定位，打造具有清华特色、

地学特点的学术共同体生态文化，为解决人类社会

共同面对的紧迫问题作出更大贡献。

为切实做好校园安全和防火工作，迎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顺利召开，近日，地学

系综合办公室联合物业办公室、工程部、保安部、

保洁部成立安全检查小组，对地学系所在的蒙民伟楼

办公室、实验室及双清大厦办公区进行了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小组对房间用电规范、杂物堆放、消防

通道、隐患排查等内容进行了排查，并清理了办公

区堆放的杂物。此次安全检查不留死角、不走过场，

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做好记录并督促相关责任人进行

整改，确保各项工作安全、稳定、有序开展。

地学系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召开了安全工作会，

并在会上传达了《清华大学关于做好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安全工作暨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的

精神，建立了安全工作台账，强化师生的安全意识，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同时提醒师生做好疫情

期间的个人安全防护，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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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三月，与爱同行——

清华大学地学系举办庆祝“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

在第 112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

为营造健康和谐、积极向上的节日气氛，进一步提

升女教职工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作热情，聚集

院系发展正能量，清华大学地学系分工会组织开展

了以“温情三月，与爱同行”为主题的庆祝活动。

活动分为“午餐交流”和“印染体验”两部分。

在 3 月 8 日的午餐交流活动中，通过“成语猜谜”

和“抓手指”等暖场游戏，活动气氛瞬间达到高潮。

随后，大家围绕生活家居、家庭生活等方面畅所欲言。

活动增强了女教职工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鼓励大

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增进了彼

此间的友谊。

 3 月 10 日，地学系分工会带领女教职工走进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织绣和印染工艺实验室，让大家

现场体验学习印染艺术设计。在实验室王晶晶老师

的讲授下，大家进行丝巾艺术创作，整个印染过程

因未知和神秘带来了无限的惊喜。此次活动激发了

参与者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使大家感

受自然之美和朴素之美，鼓励大家在生活和工作中

充分展现女性美丽自信、优雅从容的气质。

 

午餐交流活动合影

印染活动体验





22

学生天地
STUDENT
AFFAIRS

清华大学地学系举行 2022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座谈会

2022 年 1 月 6 日，为充分了解志愿者的想法

与需求，确保志愿者全身心投入到冬奥志愿服务中，

清华大学地学系在蒙民伟科技大楼 S818 举行了

2022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座谈会。地学系党委副书记

卢麾副教授、青年委员俞乐副教授、组织委员陈亚

微老师以及地学系参加本次冬奥会志愿服务工作的

6 名研究生参加座谈。

在本次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中，倪好、张语桐

同学参与标兵组工作，吴宇辉、周宇峰同学参与场

馆志愿者工作，李淼和张胜龙同学则分别参与对外

联络和城市志愿者工作。志愿者们结合自己的工作

详细介绍了前期的面试选拔、训练筹备，以及后期

的疫情防控、上岗任务、志愿周期等情况。志愿者

们表示，训练的过程虽然艰辛，但能够直接参与到

冬奥相关的工作中是一件非常自豪、难忘的事情。

   陈亚微在座谈会上详细询问了志愿者们在学

业、生活方面面临的困难，针对同学们的提问进行

了解答。她表示，地学系的志愿工作素来有优良传统，

曾出现过市级、校级五星志愿者的优秀典型，希望

志愿者同学发扬传统，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俞乐对志愿者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慰问。他强调，

本次志愿服务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同时志愿者们

肩负的责任也很大。他希望大家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参与志愿活动，在做好志愿服务工作的同时也不能

懈怠学业，应全方位良好发展。

卢麾对大家前期的付出表示肯定。他与志愿者

们逐一交流，详细询问了各岗位志愿者近期的状态

以及后期的志愿任务，希望大家全身心投入到志愿

服务工作中，充分展示清华地学人的精神风貌，上

好冬奥这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他表示，各研

究生志愿者的导师以及研工组老师都将全力支持志

愿者们的工作。参与座谈会的志愿者表示，一定会

牢记老师们的嘱托，展现清华学子、清华地学人的

担当。

 

座谈会现场

与会者合影

从左至右分别为卢麾、俞乐、陈亚微









26

学生天地
STUDENT
AFFAIRS

喜讯！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雷天扬入选国际应用系统

分析学会 2022 年度青年科学家暑期项目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际应用系

统分析学会（IIASA）发布了“2022 年度暑期青

年科学家项目”（简称 YSSP）的录取通知，清

华大学地学系 2019 级博士研究生雷天扬入选该项

目，将于今年夏天赴奥地利维也纳，在 IIASA 的

Energy, Climate, and Environment（ECE）项目

组进行约 3 个月的学习和研究。

雷天扬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全球重点工业点源

碳排放清单编制和未来减排路径分析。在导师关

大博教授的指导下，她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ell 子

刊 One Earth 发 表 学 术 论 文 1 篇， 以 共 同 作 者

身 份 在 Nature Sustainability、 Nature Human 

behaviour、Climatic Change 等杂志发表学术论

文四篇。

IIASA 是 一 所 成 立 于 1972 年 的 国 际 科 研 机

构，旨在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利用系统分析和建模

方法解决能源、水、食物、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等

跨学科复杂问题。ECE 项目组为 IIASA 的六个项

目组之一，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为可行的系统转型提

供扎实可靠的科学路线图，同时满足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和气候变化减缓目标。今年，IIASA 的

YSSP 项目共收到来自全球的 2016 份申请书，其

中有 5 名中国学生入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将为其提供资助。

雷天扬

邀请函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