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算力强基揭榜行动任务榜单

一、计算

（一）云边端算网协同管理系统

揭榜任务：面向云边端多层级算力环境，研发算网协

同应用管理系统，设计面向不同应用软件架构的管理机

制，支持对不同架构应用软件的统一管理；研发应用软件

在算网协同中的自动化构建部署能力，支持应用软件的自

动构建和分发部署；研究算网协同应用系统的一体化观测

能力，降低运维复杂度，提高复杂应用软件运行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制应用软件管理系统，支

持对传统应用软件、云原生应用软件、AI 应用软件、大数

据应用软件等不少于 5 种应用软件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研

究基于算网协同的分布式构建和部署技术，支持上述应用

软件的自动分发和跨算力节点部署，实现零人工介入。研

发算网应用一体化观测功能，具备白盒化动态分析以及智

能故障根因定位能力。在不少于 3 个行业完成试点验证。

（二）支持超大规模参数模型的训推一体化异构智算平

台

揭榜任务：面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对计算

资源的需求，研发支持超大规模参数模型的训练、推理



一体化智算平台，包括资源调度策略、训推加速套件等，

并可支持多种硬件架构，屏蔽底层硬件差异，提升超大

规模模型在训练、推理过程中稳定性、资源利用率和运

行效率。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发一套支持万亿参数模型

的超大规模训推一体化智算平台，万卡环境下稳定训练

时间不低于 30 天，有效训练时长不低于 95%，训练效率

较当前主流水平提升不低于 30%，推理效率提升不低于

50%。支持主流深度学习框架，兼容多种硬件架构，并

提供统一的编程接口和开发环境，实现不低于 10 个行业

用户的落地验证。

（三）异构算力跨域任务编排系统

揭榜任务：针对跨域异构算力协同，研发跨域异构

算力管理系统，实现跨域异构算力的管理和应用。研发

针对多样性算力的规范化开放互联功能，支持对不同类

型的异构算力模型统一抽象封装；研发跨域异构算力的

管理功能，支持对跨域异构算力的统一管理和协同；研

究跨域多主体算力的安全认证和控制方法，保障跨域协

同安全。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发不少于 6 种跨域协同调

度算法，支持数据处理、函数计算、机器学习等不少于 3

个场景的计算任务部署，完成不少于 5 个跨域算力中心

的统一管理。研发跨域多主体算力的安全认证方法，支

持云边端等不同层级算力协同的安全要求。在不少于 2



个行业完成试点验证。

（四）训推算力一体机

揭榜任务：面向人工智能训练、推理场景，研发基

于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和平台即服务（PaaS）的高

性能训推一体化解决方案，覆盖对大模型开发训练和部

署推理的全流程，包括数据准备、模型训练、模型评测

和模型部署。同时，支持大模型加密、攻击防御等能力，

解决针对大模型数据泄露、指令攻击等安全问题和风险。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发支持至少 3 种指令集芯

片的训推一体机，针对至少 5 个行业开展人工智能训推

一体机应用，为用户提供多元化训推一体化服务，并在

至少 10 种不同的场景进行人工智能训推一体机落地。

（五）大规模异构算力集群推理加速技术

揭榜任务：研发存储、网络、计算的协同优化技术，

通过模型加速、调度加速等方法实现大规模异构算力集群

在大模型推理方面的加速，从而支持更大的模型、更长的上

下文、更高的性能及更低的能耗，促进算力芯片在大模型

推理方面的更好应用。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实现集群有效吞吐量 5 倍以

上提升，实际应用场景中可处理的请求数提升 1 倍以上，

首字延迟性能提升 1 倍以上，芯片利用率提升 50%以上。

通过优化算力中心计算、存储、网络的配比以及拓扑结构

和系统调度策略，实现千卡以上异构集群在推理加速领域

的突破。



二、存储

（六）磁光电融合存储系统

揭榜任务：针对单一存储介质难以满足多样化数据

存储需求的现状，依托磁、光、电存储在性能、寿命、

功耗等方面的差异化特性，将磁、光、电存储技术进行

融合，研发磁光电融合存储系统，构建基于固态硬盘

（SSD）、机械硬盘（HDD）和光存储的多级存储架构。

根据业务特征，将数据保存在不同级别的存储设备中，

实现海量数据的集中、统一存储管理，支撑算力中心高

效、低碳、安全持续发展。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发磁、光、电融合存储系

统，支持适配分布式文件、分布式块和分布式对象等至

少 3 种存储类型，系统可以根据数据的访问时间、访问

频率、文件属性等自定义分级策略，根据业务负载动态

调整迁移。系统可通过介质安全、系统安全、软件安全

等夯实底层安全能力，通过防勒索、加密算法、远程监

控、光存储预警检测等增强数据安全能力。打造磁光电

融合存储应用示范，完成至少 20 个业务系统应用，实现

至少 4 个东部地区数据流动至西部磁光电存储系统，且

数据存储量不少于 10PB。

（七）存储调度管理及应用技术

揭榜任务：针对海量数据存储和算力孤岛问题，研

发跨域多算的存力调度、存网编排和存算网一体化系统，

实现数据的智能冷热分级、应用的跨域无感访问等能力，



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和支撑业务。系统具备资源规

划、策略调整能力，可优化和调整全网数据存储布局，

实现对不断变化的需求的适应。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研制具备高效、可扩展性的

存储系统，基于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调度，实

现应用无感访问和智能流动。研究存力调度策略，使数

据召回率控制在 30%以下；研究基于潮汐网络调度算法，

实现网络带宽利用率提升 50%以上，达到存网一体的目

标。集成存储、计算和网络的能力，支持存算网一体化

调度，在算力中心资源池落地应用。

三、网络

（八）高性能数据处理器（DPU）

揭榜任务：开展基于芯粒（Chiplet）和第五代精简指

令集（RISC-V）技术的软硬件一体DPU 芯片技术研究，

支持算力中心、智算中心、超算中心场景所需的超高带宽

和超低时延，突破 Chiplet 异构芯片封装技术、高速 Serdes

通信、大规模无损网络拥塞算法、硬件密码算法、高性能

虚拟化、硬件可编程等技术，实现基于 ARM、X86、RISC-V

等异构核心的 DPU 应用，提升算力中心基础设施处理

能力和数据传输能效比。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完成超高性能 DPU 芯片研发

工作，吞吐能力达到 400Gbps，单向流量时延不高于 30us，

支持与国内外主流 CPU、GPU 芯片平台的适配，支持主流

操作系统兼容，支持数据报文硬件处理逻辑可编程。



（九）基于 RoCE 的智算网络

揭榜任务：面向 RoCE网络开展设备及管控系统研发，

通过提高设备带宽、优化负载均衡算法、强化网络流量规

划及运维能力等方式，提升 RoCE 网络的吞吐量和时延性

能。研制新一代智能化管控工具，引入 AI 大模型能力，

简化 RoCE 网络的部署和配置工作，实现全局、多维度的

可视化运维。在网络波动、业务变更、故障等情况下，网

络参数自动调整，流量快速切换，从而达到提升网络效率

和降低运维成本的目标。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实现新型 RoCE 网络整体方

案的商用部署，网络性能提升 10%以上。通过智能化管控

及运维工具，网络部署难度大幅降低，运维效率提升 50%

以上，可支撑更大规模部署和应用。

（十）光交换智算网络技术研究与验证

揭榜任务：面向智算集群低功耗、高带宽、低延迟技

术需求，开展智算集群光交换组网关键技术研究与验证，

重点突破智算集群光交换组网、路由协议适配等关键技

术。针对智算集群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和扩展性等要求，

研究光拓扑映射、光电混合路由、多路径负载均衡等技术。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实现支持智算集群的易操作、

高可靠、可平滑过渡升级的光网络，支持人工智能等关键

业务承载；光交换设备单端口速率支持 100GE/400GE/800

GE，交换容量弹性可扩展，可支持不少于 3 种异构算力

资源互联，在不少于 2 个智算集群完成验证，并完成不少



于 3 种智算业务承载验证。

（十一）面向分布式智算中心的网络关键技术研究与验

证

揭榜任务：针对智算集群从集中式向分布式部署探索

的趋势，攻关算力中心间网络技术，研发面向智算中心间

的高可靠传输设备，构建智算中心间超大容量、超低时延、

超高可靠光电协同网络，实现智算中心高速、可靠互联。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突破智算中心间超大容量、

超高可靠网络传输关键技术，研制面向智算中心间网络的

传输设备，单波速率不低于 1.6Tbps，设备时延不超过

30us，支撑分布式智算中心间业务的高可靠传输。

四、应用

（十二）智算中心跨域互联应用

揭榜任务：优化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构建跨

地域互补、协同算力调度的超大规模人工智能算力服务能

力。加强与人工智能芯片厂商的兼容适配，构筑大规模高

性能异构算力池，提供面向大模型训推场景深度优化的弹

性调度、弹性容错、高资源利用率的人工智能算力服务。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形成覆盖 5 个以上全国重点

算力枢纽节点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支持跨地域、跨云的

算力需求感知和动态调度，完成 3 款以上算力芯片适配，

聚焦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场景，构建大规模、高性能、弹性

调度、高容错的训推一体算力资源池，具备分钟级断点续

训能力，支持万卡级别并行训练。



（十三）算力电力协同应用

揭榜任务：研发基于算力调度技术与能源大模型的多

云异构算电协同管理平台，构建基于数据驱动的算力集群

用电负荷特性模型、基于计算任务的时空转移特性的能源

大模型，推动算力预测与调度技术在智算中心应用落地，

提升整体资源利用率，基于新能源、新型储能系统开展算

力负荷与电力系统的协同优化，实现精准、动态、实时的

能源调度与交易，实现算力与电力等能源的深度协同。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实现智算场景下能源与算力

全链路的数据穿透及流程整合，构建“算”随“电”动的

直接控制及间接引导机制，实现算力需求预测精准度达到

70%、集群有效负载率提升 25%以上，智算中心整体集群

资源利用率提高 10%。结合算力集群用电数据、时间周期、

气象数据、工作负载等多种因素，实现“电”随“算”用

的能源效率优化与算效提升，实现基础设施用能决策精准

度 85%以上，响应时效性达到提前 15 分钟响应级别，智

算中心整体算力能效水平提升 30%，算力中心用电成本降

低 5%以上。

（十四）大规模通信业务场景中的算力应用

揭榜任务：围绕网络功能虚拟化（NFV）系统架构，

针对 NFV 中网络性能、资源利用和灵活展性等方面的挑

战，研发面向 NFV 架构的高性能虚拟化、智能化网络管

理和资源编排算法等技术和系统，突破虚拟化层与硬件加

速器（如 FPGA、DPU、GPU）之间的协同能力。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NFV 算力平台系统中实现对

虚拟化网络功能的智能调度，支持异构集群部署、动态扩

展，资源动态分配，虚拟化资源利用率提升 20%以上；支

持 GPU、FPGA 等硬件加速器的虚拟化调度，加速网络处

理性能至 Tbps 以上；支持智能化网络虚拟化功能管理，

提升 NFV 系统的自动化运维能力和管理效能，故障修复

时间缩减不低于 30%。

五、绿色低碳

（十五）绿色算力技术研究及应用

揭榜任务：围绕算力的绿色节能技术突破，面向算力

中的任务调度特性、能源使用模式、负载均衡要求等关键

要素，研发适应于绿色计算的动态资源调度算法、能耗优

化管理系统，以及面向多场景的协同节能机制，突破节能

算法的智能化程度，提升算力网络中多节点的能源利用效

率。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能耗管理系统实现对算力中

心和网络节点的实时监控与节能调度，通过计算节点支持

动态调频、动态电压调节，单节点平均能耗降低 30%以上，

满足 AI 推理等应用需求。

（十六）企业绿色计算碳感知平台

揭榜任务：建立企业算力中心碳排放度量体系，能够

实时、精准地统计企业各个算力中心碳排放，并能将碳排

放量分摊到不同的业务部门、应用场景和工作负载，实现

精细化的碳排放的管理。同时，基于碳排放的数据，实现



碳感知调度能力，通过在保证业务体验和连续性的情况下

将工作负载调度到更加低碳的算力中心，进一步降低碳排

放。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围绕千万核级别跨域的算力

中心，构建企业级绿色计算碳感知平台，形成一套行业通

用的、可精确度量不同类型工作负载碳排放的技术方法和

指标体系，通过生态共建形成绿色度量衡标准体系。构建

碳感知调度能力，达到算力中心可再生能源比例 30%的目

标。

（十七）冷板式液冷原生整机柜服务器

揭榜任务：面向新一代液冷算力中心，研发冷板式液

冷整机柜，包括液冷服务器节点、无源液冷门等，突破高

密算力、多样性算力的散热技术及架构要求，实现支持供

电总线、网络互联总线、液冷管路可盲插运维的液冷设备，

具备液冷机柜及液冷服务器等多级漏液检测能力，有效降

低业务中断范围与损失。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液冷整机柜实现 100%液冷散

热，制冷 PUE 低于 1.15。整机柜服务器内部实现全盲插

设计，管理模块可实现整机柜功耗管理、漏液检测、资产

管理等功能；通用算力单柜功率不低于 20kW，智能算力

单机柜功率不低于 30kW，实现不少于 500 台液冷节点的

规模落地应用。

（十八）算力中心节能调优平台

揭榜任务：研制高精确度、高仿真效率、多场景覆盖



的算力中心 PUE 仿真平台，突破物理机理模型构建、仿

真引擎集群、模型自动生成等关键技术，实现对算力中心

不同运行状态下细分时间颗粒度 PUE 的快速、精准评估。

研发基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算力中心制冷系统 AI 节能优

化系统，通过自动化数据治理、自动推理等关键技术，准

确匹配制冷需求，在满足可靠性要求条件下实现算力中心

制冷系统整体动态实时优化，优化算力中心 PUE。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支持液冷、水冷等至少 2 类

典型制冷场景进行能效优化，支持制冷系统和配电系统联

合仿真，系统可输出不同负载及运行工况条件下的 PUE

运行曲线、系统设备运行模拟工况等参数，PUE 仿真精度

达到 97%以上。基于能效优化平台，支持 AI 自动推理，

小时级策略自动下发，实现对算力中心能耗的可视、可管、

可控。通过 AI 能效优化，实现算力中心 PUE 降低 5%以

上，通过算力中心基础设施与 IT 联动节能，实现总能耗

降低 5%以上，在 5 个以上算力中心落地应用。

（十九）新型制冷系统

揭榜任务：研发人工智能节能系统，针对算力中心基

础设施的运行调控和环境监测。提出全新自适应算法，突

破原有常见算法的局限性，提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效果，

搭建基于专家经验的人工智能算法数据库，提升包括能耗

管理、能源调度、安全监测、故障诊断、辅助运维等功能

的节能性、可靠性、经济性。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在满足制冷要求的基础上，



提高冷却系统的可靠性和自适应性，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水资源使用效率和运维效率，其中节电率提升 10%以上。

支持冷却系统数据采集、标注、治理、存储，具备系统运

行异常告警、告警收敛、自动诊断、远程通信、自动控制

等功能，支持冷却系统智能化调优、智能化控制的核心能

力，并开展不少于 5 个实际业务场景所提供的 AI 节能调

优案例。

六、安全可靠

（二十）算力中心智能运维机器人

揭榜任务：研发算力中心智能运维机器人以及智能机

器人管理平台，基于云边端三层架构，实现智能机器人在

多层、多房间楼宇机房内的设备设施识别、多模态环境感

知、精准空间定位、智能人机协同、多任务联合调度等方

面的技术与算法优化。支撑机器人在算力中心设施运维和

IT 运营等典型场景的应用，提升巡检质量，促进算力中心

运维、运营的降本增效。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实现大型算力中心内智能机

器人的多机房、多楼层协同应用部署；机器人巡检任务成

功率不低于 95%，设备识别准确率达到 97%，环境巡检召

回率不低于 90%，保障算力中心巡检业务持续运行。实现

云边端协同调度，支持不同场景下的自主作业，提高任务

并发执行效率，促进稳定、安全、可靠、可控的算力中心

智能运维体系建设。

（二十一）云边端一体化智能监测平台



揭榜任务：开发高性能云边端一体化系统，研发以智

能化终端或机器人为硬件载体、以多算法模型融合和平台

工具为软件载体的软硬结合的集中监测管理与运维巡检

方案。突破多层级自动化运维、多维度诊断、多平台覆盖、

多模型量化等关键技术。构建综合运维健康度数字化评估

体系与模型，实现算力设施从规划、设计、建设、部署、

运行、维护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

预期目标：到 2026 年，建立大规模集群的智能化运

维能力，设备实现跨平台及系统稳定性风险和安全风险识

别能力，综合视频识别技术等，结构化告警收敛推送，准

确率超过 98%。算力设施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联动，平台自

动化流程推进，实现云端直控覆盖超 10 栋算力中心，落

地数字化算力中心健康度评估，智能化终端或机器人的自

驱动巡检，视频流识别与告警的联动，系统的智能化运维

问答，并保障业务服务级别协议（SLA）达标率 99%以上。

七、其他

（二十二）其他算力领域的特色化技术、产品、服务和

平台等，应具有技术先进性，技术成熟度较高，产业化前景

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