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11月11日，習近
平主席應邀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參加
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並
發表題為《堅持可持續發展 共建亞
太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習主席
指出，值此歷史關頭，亞太地區應該
勇擔時代責任，發揮引領作用，堅定
朝着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目標邁進。
央視發表快評指出，習近平主席的

主旨演講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
度，準確把握世界大勢和亞太地區面
臨的發展形勢，就團結抗疫和經濟復
甦提出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為亞太
經濟合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注入了強
大信心和動力，充分展現了大國胸懷
和責任擔當，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
評價和廣泛讚譽。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

大智慧。文章指出，習近平主席在
演講中提出「全力抗擊疫情」「堅
持開放合作」「推進綠色轉型」
「積極推進創新」的「四點倡
議」，為處於關鍵歷史當口的亞太
地區擘畫了發展路徑和藍圖。着眼
當下，亞太地區應形成抗疫合力、
共同彌合「免疫鴻溝」，築牢發展
的安全屏障。放眼未來，綠色轉型
發展任務艱巨、全球科技和產業創
新競爭激烈，亞太地區需要繼續破
解貧困、基建、教育醫療、糧食安
全、能源保障等方面難題，深挖本
地區獨特的智力資源和深厚的創新
傳統，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
為拉動世界經濟作出新貢獻。
快評最後指出，言必信，行必果。

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今天的中
國早已同亞太區域乃至世界經濟體系
深度融合、交流互鑒，展現了開放自
信和務實合作的誠意，並為各國各地
區工商界提供了更多市場機遇、投資
機遇、增長機遇，以更好造福各方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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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水冰轉換，「水立方」變身「冰立
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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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華中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人工智能與優化研究
所專注於算法研究達40年，曾多次在國際算法賽事中

獲獎。據呂志鵬介紹，團隊目前近50人，此前的算法研究主
要在雲計算、先進製造、5G通訊等領域，近兩年因為中國芯
片產業「卡脖子」的原因，開始逐步涉足芯片領域算法研
究。
「芯片要在指甲蓋大小的空間內放置百億級數量的晶

體管，晶體管的擺放稱為『布局』，擺放好後相互之間
的連接則是『布線』。」呂志鵬解釋，布局布線是非常
嚴謹的學術問題，不能出絲毫錯誤，而目前先進製程如7
納米、5納米芯片性能指標要求極高，晶體管規模極大，
需要滿足各種工藝的約束條件，導致布局布線的算法設
計成為一件非常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一個好的布局布線
算法，直接關係到芯片產品的競爭力。
EDA的核心是算法，而算法不僅僅是一個機械的理工

科問題。呂志鵬表示，算法的設計，既是一個嚴肅的科
學問題，同時也是一門藝術。設計方案在有限時間內找
到最佳平衡點，呂志鵬說，解決一個算法的問題，可嘗
試的方案非常多，但在有限的時間內判斷哪些方案是最
有可能，需要經驗和直覺。之所以說它是藝術，是因為
設計過程要在速度和優度、精度和效率之間取得平衡，
還需要結合宏觀方案和細節方案，多種層次的方案和不
同維度的技術相互配合，找到最佳平衡點，這跟中國傳

統文化的智慧很相像。

研習5年方「摸到門檻」
算法設計並不是簡單使用前人已經有的算法，而是要全新

地創造一個算法，在對眾多可行方案進行嘗試的過程中，會
從基於理性的判斷上升到感性判斷，經常會基於「審美」去
選擇，往往更好的方案是更簡潔、更優美的方案。呂志鵬表
示，要達到這個水準非常不容易，需要通過長期算法的實驗
結果來糾偏審美。學生能夠形成這樣的體系，在算法實驗室
的培養體系中才算真正「摸到門檻」。他估計，一個基本功
扎實的學生，需要踏實地沉浸在算法研究領域5年以上，才
能達到這個「摸到門檻」的水準。

從137隊伍中脫穎而出
據介紹，華中科大團隊今次參賽的競爭對手有來自12個國

家和地區的137支隊伍，包括眾多國內外知名高校與研究機
構。經過半年的努力，團隊提交的啟發式優化算法方案在十
多個算例中進行測試，對照賽事官方根據芯片的性能指標量
化出的評判標準，全部獲得最優結果。呂志鵬表示，能取得
這個成績是因為算法實驗室40多年來進行底層算法研究，積
累了豐富經驗可以共用，同時也是是團隊進入EDA領域的新
起點。呂志鵬說，只要微電子和計算機相關專業基礎過硬，
通過完善的訓練，都有機會在此領域有所建樹。

呂志鵬今次帶領的比賽團隊，除蘇宙
行博士外，三名在讀碩士研究生中，羅
燦輝生於1998年，而謝振軒、梁鏡湖均
生於1999年，平均年齡24歲。
「其實我們每天寫的代碼也不算多，主

要是進行大量的思考」。羅燦輝說，三
月到九月都在學校和實驗室準備比賽，整
個暑假都沒有回家，腦海中一直想着比賽
的題目，初期不斷嘗試算法方向，想出一
個思路，實踐一下，發現沒有效果，從三
月到六月都沒有大突破。
呂志鵬表示，算法實驗室的文化中有句

中國古語：「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以
此鼓勵學生們思考。他表示，二十多歲的
年輕人進入實驗室，經過短暫培訓，掌握
基本方法後，就可以參與難度更大的研究

項目，他們的天資悟性差別不大，主要看
能否沉下心來思考研究。

靈感乍現 立刻驗證
謝振軒說，他經常在睡前洗澡時不斷地

思考算法優化方法，興奮到睡不着，第二
天天一亮就立刻去驗證，取得一點點效果
提升都非常開心。羅燦輝遇到困難時，打
定主意「不能讓『做不下去』的想法在心
中滋生壯大，要克服它們」。突破出現在
最後2個月，一天午飯前半小時，腦中突
然閃過一個新的思路，立刻進行驗證，效
果出奇的好，他回憶那一刻的開心簡直難
以自控。從0到1的突破極大提升信心，隨
後他們乘勝追擊，不斷迭代程序，形成最
後的算法方案。

EDA是指利用計算機
輔 助 設 計 （CAD） 軟
件，來完成超大規模集
成電路芯片的功能設
計、綜合、驗證、物理

設計（包括布局、布線、版圖、設計規則
檢查等）等流程的設計方式。EDA是電子
設計的基石，也被譽為「芯片之母」。

而ICCAD會議始於1980年，是EDA領

域歷史最悠久的頂級學術會議之一，其中
CAD Contest算法競賽作為會議的標誌性
事件，廣受國際學術界與工業界關注。

比 賽 題 目 來 自 Cadence、 Synopsys、
IBM等全球著名EDA或半導體公司的真
實業務場景，涵蓋集成電路設計、製造
與測試等環節中的核心算法難題，如邏
輯綜合、布局布線、等價驗證、時序分
析等。

EDA軟件—電子設計基石

近日，電子設計自動化（下稱EDA）領域的頂級國際會議——計算機輔助設計國際會議（IC-

CAD 2021）上，中國華中科技大學計算機學院呂志鵬教授率領的團隊賽隊首度參賽就獲得CAD

Contest布局布線（Routing with Cell Movement Advanced）算法競賽的世界冠軍，項目涉及芯

片（港稱晶片）行業發展而令中國網友們格外關注。奪冠的短暫喜悅後，呂志鵬說，中國EDA專

業人才非常缺乏，目前只有約1,500人，而美國的EDA三大公司每個都有數萬人才。因此他呼籲

更多年輕人投身EDA領域，瞄準前沿科技和國家在科研方面的「卡脖子」領域學習和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

團員平均24歲
洗澡都在動腦

●團隊就技術問
題進行討論。

香港文匯報
記者俞鯤 攝

●團隊奪冠後慶祝勝利，左起依次為：梁鏡湖、羅燦輝、呂志鵬、蘇宙行、謝振軒。 受訪者供圖

水立方變身冰立方 泳池架設冰壺場館

首鋼大跳台冬奧後永久留用
老廠房和構築物修繕改造 融入「飛天」元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香港文匯報記者11日在有「飛天」美

譽的北京首鋼滑雪大跳台看到，昔日首鋼

老廠房已變身體育賽場，因2022北京冬

奧會煥發了新活力。大跳台周邊冬奧配套

設施正在緊張施工，十二月中旬大跳台或

將開始鋪雪。據悉，冬奧會後大跳台將成為世界首例

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場館，可當做專業體

育比賽和訓練場地，還可改造成滑水、滑草等項目面

向公眾開放。

據了解，首鋼始建於1919年，是中國
工業發展史的重要代表。新中國成

立初期，工業基礎薄弱，首鋼承擔起多
項科技創新任務。進入21世紀，考慮環
境保護，首鋼啟動了「鋼鐵大搬遷」，
首鋼園納入了第一批中國工業遺產保護
名錄，三高爐也成了首批更新改造的標
誌建築。

飄帶曲線與建築曲線契合
首鋼滑雪大跳台位於首鋼老工業園北

區，場地由北向南依次分布着原首鋼發
電主廠房、冷卻塔及原首鋼製氧廠廠
房。將滑雪大跳台的地址選在首鋼園
區，就是充分利用大跳台周邊首鋼原有
老廠房和工業構築物進行修繕與改造，
滿足冬奧會比賽、轉播、觀眾服務等多
項功能。
北京市重大項目建設指揮部辦公室城區

場館建設處副處長宋嘉業說，首鋼滑雪大
跳台是北京2022年冬奧會北京賽區內第一
個完工的新建場館，也是北京賽區唯一的
雪上比賽場地，北京冬奧期間將會有四塊
金牌在這裏產生。大跳台由賽道、裁判塔
和看台區域三部分組成，賽道長164米，
賽道最寬處34米，最高點60米。大跳台
的設計融入了敦煌壁畫中「飛天」元素。
「飛天」的含義與滑雪大跳台項目的英文

Big Air一詞，都有向空中騰躍、飛翔的意
思，而飛天飄帶的曲線也與大跳台的建築
曲線十分契合。

約1100個模塊搭「積木」
北京首鋼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大跳台項目

協調部部長助理劉玉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談到，首鋼大跳台在設計之初就充分考慮
了它的賽後利用。它擁有一個可變剖面，
位於首鋼大跳台的斜台區——一個長約36
米、寬約14米、最大高差約3.5米的區
域，用大約1,100個模塊搭「積木」，使
賽道曲面發生改變，實現單板滑雪大跳台
與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賽道的快速切換。
根據轉換需求，可反覆多次搭建，節約了
成本，踐行了場館可持續利用的理念。
「簡言之，它做了一個可持續的賽道的轉
換。在做大跳台項目比賽的同時，通過對
結構構件的改變，改變起跳台的角度，可
以支持不同形式的空中技巧比賽，也因此
可以承接空中技巧的國際專業賽事。」
原來首鋼老廠區的冷卻泵站，在冬奧

會期間將變身成為驗票安檢大廳和賽事
管理辦公區，賽後將被改造為多功能綜
合樓，為未來的首鋼滑雪大跳台體育公
園提供配套服務功能；舊時的製氧主廠
房在冬奧會賽事期間被改造成為綜合服
務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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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2022
年北京冬奧會腳步將近，冬奧場館「冰立方」正
整裝待發。香港文匯報記者11日在水立方（國家
游泳中心）看到，經過可拆卸結構變身，昔日的
水立方已華麗變身冰立方，成為世界首個在泳池
上架設的冰壺場館，也是冬奧會歷史上體量最大
的冰壺場館。冰立方內，紅黃冰壺整齊排列在4
條標準賽道兩側，嚴陣以待冬奧賽事。
國家游泳中心總經理、場館運行團隊後勤副

主任楊奇勇在冰立方介紹，為更好保留奧運遺
產，團隊誕生了水冰轉換的構想，經過幾輪實
戰轉換，目前水轉冰可在20天內完成。作為
2022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冰壺、輪椅冰壺的
比賽場館，改造後的「冰立方」將成為冬奧史
上首個在臨時冰面上鋪設賽道的雙奧場館。

轉換材料重複利用
中建一局「冰立方」項目經理劉軍說，在游

泳池上架設冰壺賽道，首先要把泳池的水抽
乾，然後在泳池內搭設可轉換架體。他表示，
在泳池裏「搭架子」看似簡單，這套冰場可轉
換鋼結構的設計考量和安裝精度堪稱精密，才

能在保證冰面穩定牢固的同時達到冬奧會比賽
要求。冰立方採用的可轉換鋼結構由2,600根3
米高、2米長的薄壁H型鋼搭建而成。為保證水
冰快速轉換，施工方對每個鋼結構都進行了精
準編碼，保證轉換材料可重複利用，大幅降低
後期拆除改造成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冰立方的比賽區和觀眾區

明顯感到不同的溫度。劉軍介紹，冰壺賽場冰
面對溫濕度要求很高，為同時滿足比賽和現場
觀眾需求，改造後的冰立方實現了智能升級，
大廳的多個點位設置了傳感設備，可及時感知
溫濕度、聲光等變化，並將數據實時反饋至群
智能系統，群智能系統會自動調節設備運行情
況以滿足賽場需要。

燈光模式一鍵切換
劉軍介紹，冰立方場館大廳新增裝了最先進

的建築吸聲材料，可確保賽道兩端相隔40多米
遠的運動員能通過呼喊聲清晰交流。照明設施
改造後實現了多功能升級，游泳模式、冰壺模
式、商演模式的燈光照明能一鍵切換，可滿足
賽事傳播及不同種類大型活動的照明需要。

●●遠觀首鋼滑雪大跳台遠觀首鋼滑雪大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攝

北京冬奧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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