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AI热点，探究液冷发展对话清涟科技
董事长 王辉：

05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温卓涛 美编：李涛 校对：吴习

昨天 9时，兴宁至汕尾高速公路海丰至红海湾

开发区段二期工程建成通车，这是首条通往汕尾市

红海湾旅游区的高速公路，也是粤东地区通往赣东

南的重要通道。汕尾市政府借助项目通车的契机，

在红海湾站前举行了通车仪式暨红海湾临港经济

和文旅推介会。

兴汕高速海红段二期工程采用双向四车道设

计，设计时速为 100公里，共设桥梁 16座、长隧道 1
座。项目通车后，赤坑镇到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路程

只需15分钟，通行时间较原来缩短一半。

“兴汕高速海红段二期工程通车，标志着全长

约 37公里的兴汕高速正式全线贯通。兴汕高速可

与汕湛高速（揭博段）、甬莞高速（潮惠段）、沈海高

速（深汕段）互通，兴宁经由五华可直接通往汕尾。”

项目负责人李鼎伟介绍，兴汕高速一期工程已于

2020年 6月建成通车，一期工程起于汕尾市海丰县

平东镇，与二期工程赤坑镇沙港相接。

记者：“AI筛选发现全新抗生素”在业

内掀起了不小的波动，您如何看当前的AI

应用？

王辉：从 OpenAI 推出对话式通用人

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开始，新一轮全球

AI热潮便持续发酵，不断冲击热搜。多个

人工智能大模型也被迅速推出并快速迭

代，抢占了第一名宝座的是百度文心一

言，随后华为盘古、360智脑、商汤日日新

等诸多AI大模型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

被称为“千模大战”。

从各类热点新闻来看，AI的发展并未

止步于大模型之战，而是迅速步入了应用

领域，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便利。然而人

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海量数据

及庞大算力的支撑。

记者：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大量数据

及算力，这对行业发展有何影响？

王辉：从 ChatGPT 的爆红到“千模大

战”，从 C 端场景的体验到 B 端业务的落

地，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远胜移动互联网

时代。AI 模型所需算力每 100 天就要翻

一倍，远超摩尔定律的18～24个月。

AI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大模型所需

要的参数和训练数据量与深度学习时期

相比，有了数量级的提升。根据《“十四

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到 2025年，

全国数据中心算力将达到 2020 年的 3.3
倍。算力需求不断扩大也带动服务器市

场规模持续攀升，数据中心的投资和建设

规模在持续扩张。

另一方面，海量数据催生了巨大的数

据处理和存储需求，作为信息系统运行的

重要物理载体，数据中心已成为不可或缺

的关键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作为基于新

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是算

力基础设施的典型代表。

记者：数据中心的发展越来越重要，

未来将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辉：大模型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大模型研发依赖算法算力和数据

的综合支撑。随着算力规模的爆炸式增

长，数据中心散热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

瓶颈。据赛迪顾问统计，2019年中国数据

中心能耗中约有 43%是用于 IT设备的散

热，几乎与45%的 IT设备自身的能耗持平。

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要求加快推进

算力中心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

此，储能系统、充电桩设施、数据服务器等

工业热管理领域对散热性能提出小型轻

量化、更高效、更节能的升级要求。

数据中心“快发展”与“高耗能”之间

的矛盾不断升级，降低数据中心散热功

耗、控制数据中心运营成本迫在眉睫。

记者：目前数据中心主流散热方式有

哪些？数据中心更加倾向哪种方式？

王辉：目前有两种散热方式，即传统

的风冷散热技术和液冷散热技术。

风冷技术是数据中心当前最为成熟、

应用最为广泛的冷却方案之一。不过，风

冷技术存在低密度和相对较低的散热能

力的缺陷，这一不足对于高性能计算应用

的影响尤为明显。此外，风冷技术存在容

易过度冷却、环境匹配性较弱、占用空间

大等问题，已无法满足数据中心的散热需

求。在政策和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高效低

碳的液冷技术就成了破局的关键，它不仅

改变了散热方式，更有可能变革数据中心

的生态，因此推动液冷变革势在必行。

相较于风冷，液冷具有低能耗、高散

热、低噪声、低TCO等优势。液体的冷却

能力是空气的 1000～3000 倍。在冷却效

率 方 面 ，液 冷 比 风 冷 至 少 提 高 15% ～

20%。液冷技术可实现高密度、低噪音、低

传热温差以及普遍自然冷却等优点，是一

种可以适用于需要大幅度提高计算能力、

能源效率和部署密度等场景的优秀散热

解决方案。

记者：液冷技术的未来发展空间有多

大？

王辉：尽管液冷产业还有一定的成长

空间，但液冷已经成为数据中心的确定性

趋势。2023年 6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联合发布《电信运营

商液冷技术白皮书》称，将于 2025年实现

50%以上项目应用液冷技术，共同推进形

成标准统一、生态完善、成本最优、规模应

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未来，中国数据中心液冷市场将大有

可为。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布罗德研究所和哈佛大

学科学家借助人工智能（AI）
的力量，通过筛选数百万种化
合物，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抗生
素，能杀死两种不同类型的耐
药细菌。这说明，AI的应用已
深耕到更加复杂的科研领域，
早已不是简单的客户体验。

AI发展的瓶颈在算力，而
算力的发展瓶颈在能耗。能
够满足数据中心散热和降能
双需求的液冷技术，成了开启
数据中心新时代的密钥。

为此，记者与清涟科技董
事长王辉进行了深入探讨。
王辉深耕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领域，在服务器液冷与能源环
保交叉领域获得多项发明与
专利，如“一种带有液冷系统
的可扩展服务器集装箱”等。
清涟科技自主研发的液冷机
柜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据中心、
算力中心、区块链基础设施等
领域，王辉也在刚刚举行的第
二十一届“中国互联网经济论
坛”上荣获 2023年度最佳创
新人物奖。

■新快报记者 陈学东

■清涟科
技董事长
王辉。

广东昨天4条高速公路通车
一条位于粤东，两条位于粤西，还有一条连通粤港澳大湾区

12月28日广东有4条高速公路通车，省内出行更方便了！新快报记者了解到，这4条高速公路中，有1条位于粤东，有两条
位于粤西，还有一条连通粤港澳大湾区。至此，广东高速公路网络覆盖更加全面，向交通强省迈进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了。

■新快报记者 许力夫 通讯员 粤交集宣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

东莞至广州番禺高速公路桥头

至沙田段三期工程（常平至寮步段）

（以下简称“莞番高速三期工程”）东

起常平，顺接莞番高速

公路二期东段黄泥塘

枢纽接驳从莞高速，经

常平、横沥、东坑、大

朗、松山湖、寮步等镇

街（园区），终于莞番高速公路二期西

段寮步枢纽接驳莞深高速公路，全长

18.1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标

准，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

莞番高速公路是广东省重点建

设项目，属于 S6广龙高速重要组成

部分，是东莞市东西向连接广州、惠

州的重要通道。项目东接河惠莞高

速公路惠州段，横跨整个东莞市，全

长约64.5公里。

莞番高速三期工程通车，标志

着 S6 广龙高速最后一块“拼图”补

齐，“黄金通道”将全线贯通，对加强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

大意义。

昨天13时，湛江机场高速一期、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项目建成

通车，新增两条高速公路直通粤西

空港，为粤西综合立体交通网络进

一步成形再添双翼，为湛江全力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现代

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提供强大

的交通支撑。

湛江机场高速连接湛江坡头与

粤西空港，全长约 25公里，分一、二

期建设，一期工程长约 18 公里。去

年 9月一期先行段 5公里开通，就实

现了湛江吴川机场与机场高速以及

云湛、吴川支线多条高速的连通。

一期全线开通后，国道G228也实现

了与粤西空港的相连。

同日，项目龙头服务区（东）同

步开门迎客，服务楼融入海滨魅力

之城、高速通空港的建筑语言，服务

楼设有航空信息发布大屏，内部“岭

南特色+海洋文化”的湛江文化主题

馆落成，为打造地方“交农文商旅”

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湛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项目

长约 16 公里，连接湛江南三岛和吴

川市黄坡镇，主体桥梁为跨越南三

航道的跨海大桥——鹭洲大桥。

项目终点顺接云湛高速、湛江

机场高速共线段，南三岛首条海岛

高速通车的同时，还实现了与粤西

空港的高速直通，对带动海岛旅游

业发展，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具

有积极意义。

■兴汕高速海红段二期工程于12月28日建成通车。

汕尾红海湾迎来首条高速公路

广龙高速补齐最后一块“拼图”

湛江再添两条高速直通粤西空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