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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选择。关于GPU，我所看到 

的是，很少有人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虽然我们也可以 

看到，各个领域对GPU的应用正轰轰烈烈，类似 “GPU 

在某某领域的应用”文章层出不穷，但其实质一样。因 

为科学计算万变不离其宗，大多数模型到最后都归结为 

求矩阵特征值与线性代数计算问题。 

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有专门的人集中力量把两个 

常用的数学程序库BLAS与LAPACK在GPU上高效能并 

行化，其他程序只需连接这两个库，这样一切问题迎刃 

而解。现在的问题是，最本质的工作没有人做，却有大 

量重复的工作正在进行。 

算法评判标准改变 

《中国教育网络》 ：那么，在 多核或者异构平台时 

代，您认为存在的软件挑战在于什么? 

周会群：如何有效、协调地综合利用GPU，如何将 

现在在 CPU上广泛使用的数学程序高效率地应用到 

GPU上，是一个巨大的软件挑战。如果没有好的算法， 

异构处理器往往会出现通讯时间很短，等待时间很长的 

问题。 

在异构和多核时代，评断算法好坏的标准有了改 

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既有的算法。过去我们认为一个 

好的并行算法应当符合：高度并行性 ，即算法能够将计 

算任务分解成尽量互不关联的部分；进程之间通信量尽 

可能少；内存的合理利用。而且往往强调的是前两个准 

则，比较忽略第二点。而现在，忽视第三个标准的算法 

往往表现不好。 

例如 ，解线性方程组的Gauss-Seidel 

迭代法及其变种 ，常常用于为大型科学和 

工程问题的偏微分方程离散化后的得到的 

线性 ／非线性方程组求解提供条件预优 

解。可以证明所谓的红黑迭代格式可以把 

原来相互关联、不利于并行计算的算法变 

为完全互不关联、具有最高并行度的算 

法。按列均衡分割迭代矩阵，分配给不同 

而过去一些表现不好 的算法今天倒是有 r用武之 

地。比如，天体物理学计算和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研究 

中所用的分子动力学模拟方法分别涉及计算N个粒子之 

间的万有引力和库仑力，其计算复杂性为N的平方，模 

拟中80％以上的时间都耗费在这两种力的计算上。最笨 

的算法是直接计算粒子两两之间作用的所谓的笨办法。 

过去也开发了大量优化算法 ，但是 目前在GPU上计算最 

快的算法正是笨办法，比优化算法快数十倍。 

现在要做一个好的软件工程师，与以前大不相同的 

是，你必须对硬件充分了解，这样才能设计出优秀的算 

法。过去，CPU有什么进展，程序就有什么进展。但多核 

处理器或者是异构平台并非如此，无论所使用的处理器比 

之前陕多少倍 ，如果程序设计得不好，结果可能～倍都快 

不了。 

对于高性能计算来说，现在一个理想的CPU要具备 

两个因素，第一，要有很大的Cache，第二，与其他CPU 

和内存的联系必须非常紧密，也就是link有足够的带宽， 

很低的时延。否则核再多都没用。 

计算机教育要注重基础理论 

《中国教育网络》：那么对高校培养计算机人才提出 

了哪些新挑战? 

周会群：科学计算里涉及的软件开发不同于普通的 

软件开发 ，是一个复杂问题。碰到的很多问题 ，如果不 

懂其理论 ，根本没有办法做好。这就需要对当前的课程 

进行改革，重视计算机基础理论。而计算机基础理论的 

教学是国内计算机教学中的软肋。 

过去，CPU有什 

么进展，程序就有什 

么进展。但多核处理 

器或者是异构平台并 

非如此。 

的CPU核，各核之间的通信量也很少，完全符合前述 

准则的前两条 ，按过去的标准是一个优良算法。可是 ， 

在一台两路八核的服务器上，我们发现虽然使用双核 

的加速倍率基本可以达到使用单核的近2倍，但当使用 

核数继续增加后，加速倍率基本上没有任何增长。在8 

个核上运行时每个核的并行效率仅30％左右，可以说 

是效率很低。 

现在 ，中国的大学 ，包括一些顶尖的 

学校，计算机体系结构这门课早已不是重 

点。一方面，国内在此方面鲜有建树 ，体 

系结构几乎都是由别人所决定的；另一方 

面，在大多数学校作为选修课来供学生选 

择。这门课比较难，所以很少有学生选它 

另外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是并行计算原 

理。要想解决实际计算中遇到的问题，这 

是很重要的基础理论。但同样遗憾的是，它在很多学校 

都不是必修课。课程设置的滞后性与不科学性，导致人 

才的缺失。 

此外，计算机教学应当与其他学科进行紧密的结 

合。因为高性能计算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培养具备 

复合知识结构的人才，而中国的计算机教学比较忽略 

这一点。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