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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但训练这个低成本服务体系的数据，

是并行科技十几年服务过程中积累起来

的。这又是一个用时间隔出的护城河。

第一次工业革命让人类进入热力时

代，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进入电力时

代，由计算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

让人类进入一个算力主宰的时代。“有一

天，全世界最火的大模型出来了，其对

应的IT架构最火的算力，底层是超级计算

机。而并行科技已经是中国超级计算机算

力服务无可撼动的王者。”

“原来做了一辈子超算，一辈子并行

计算，是给大模型做准备的。”陈健打趣

地说，他原本严肃的脸上，露出了孩子气

的微笑。

于是，2023年并行科技的智算业务涨

了262%，2024年上半年涨了319%。更令

陈健兴奋的是，2024年上半年，在创业多

年后，并行科技第一次实现盈利！随着用

户和业务量的激增，边际成本的大幅度下

降，未来的数据将更闪亮。

“希望我们的存在，让行业变得不一

样。当你不知道选哪条路的时候，就选用

户需要的那条路吧。”

张立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1989级校
友，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智能机器人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重大人才工程入
选者、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士。长期从事
人工智能、元宇宙及机器人交叉创新，曾
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奖、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科技
成果奖等荣誉，牵头承担科技创新2030—
“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等多项国家
级、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张立华：人生不设限

张
立
华
教
授

他博士毕业后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踏

上美国进入产业界，从测试工程师到首席

工程师，再到参与创办企业打造世界知名

的PhysX物理仿真引擎，在英伟达担任高

管后放弃高薪归国创业，创业成功后又回

归大学校园，致力于人工智能、元宇宙及

机器人前沿探索。

不按剧本，人生不设限，他就是清华

大学自动化系1989级校友张立华。

求学与工作
——成果落地，定要回馈祖国

张立华在科技领域深耕探索的动力是

对未知领域、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是热

爱、也是坚持，更是一份持之以恒、勇于

探索的精神。

这份精神可能源于兴趣，也可能源于

母校清华对他的培养与启蒙。1989年，张

立华以吉林省高考理工科第二名的成绩考

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从大二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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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实验室尝试不同的研究，大三时

入选校级因材施教生并获得选择导师的机

会，跟随后来担任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所

所长的徐文立教授，从事计算机视觉与模

式识别方向研究，1994年免试直博，2000

年获得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专业硕士、博

士学位。

在校期间，张立华参加第七届北京市

大学生物理竞赛获第一名以及当时自竞赛

设立以来唯一的一个一等奖。作为自动化

系学生科技十杰，他参与了多个软硬件结

合的横向课题研究，多次参加清华“挑战

杯”学生科技竞赛并获奖。毕业时，他更

收获了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及优

秀博士毕业生称号。懵懂少年，从此一步

一步走入科学的殿堂。

博士毕业后，张立华放弃了留校任教

的机会，带着出去看看的想法踏上了异国

之路并选择进入产业界。从普通的测试工

程师到芯片编译技术、异构计算技术和物

理仿真技术的核心研发骨干和团队负责

人，再逐步成长为公司的高管，虽然从事

的领域和岗位不同，但他始终一步一个脚

印，踏实前行。

张立华在任职全球视觉计算行业，也

是目前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企业——美

国英伟达公司期间，曾带领跨国团队研

发了世界领先的商用物理仿真引擎——
PhysX，开创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物

理真实的3D游戏时代。

“为了把游戏世界做得更加逼真、更

有沉浸感，例如风中舞动的裙摆、水的波

浪和流动、建筑物的破坏倒塌、物体的爆

炸碰撞等，就需要通过构建物理仿真引擎

模拟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使得游戏场景

无限接近于真实，但同时还要将游戏的速

度性能提升上来，所以如何对复杂的各类

仿真算法进行优化，如何设计专门的异构

计算芯片去实现实时加速，都是我们需要

做的工作。”张立华与团队所做的工作现

已成为构建真实数字世界的基石，英伟达

元宇宙生态平台——Omniverse的核心支

撑技术。

十几年的海外经历，虽然在事业发展

上一帆风顺，但张立华始终觉得自己的根

在中国，其间几次短暂回国经历，也让他

看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和不断高

涨的科技创新需求，使他萌生了回国发展

的想法。

回国与创业
——立足企业，关注前沿热点

2011年，张立华决定放弃国外高薪职

位回国创业，同年8月，在长春高新区创

办了长春博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张

立华所掌握的人工智能核心算法与国际领

先的异构并行计算技术，短短几年时间，

就建立了国内成立最早、规模较大的异构

计算技术开发团队，完成了从国外打工仔

到国内创业者的转变。

张立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留影。左起：阎

平凡教授、张鸿宾教授、边肇祺教授、徐文立

教授、张立华、涂序彦教授、袁保宗教授、丁

晓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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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回国创业，张立华也遇到过很多

困难。“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长春没有

现在这么多条件优越的双创基地和孵化平

台，国内也很少有人了解异构技术，缺乏

相关领域人才。为了争取早日产出成果，

我们曾借用一间学校教室临时办公，对招

收的员工和实习生进行了专业培训。庆

幸的是，很多人后来成为IT领域的技术骨

干。”张立华说。

近年来，博立科技快速发展，成为智

能计算与智能分析领域的领军企业，先后

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吉林省“专精特

新”企业，并依托企业建设了人工智能领

域的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等科

研平台，立足于通过数字技术服务于国内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

博立科技在智能视频分析技术方面处

于国内领先水平，作为全国信标委人工智

能行为识别工作组组长单位，牵头制定相

关领域的国家标准，并创新性地将行为识

别技术应用于智慧医疗、智慧体育、智能

制造等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汽车产业是吉林省的支柱产业，当前

汽车生产过程仍然面临智能化程度不高、

部分工序仍需人工操作、零配件错装漏装

及装配精度不足等问题，影响了产品的生

产质量和生产效率。博立科技团队研发的

产线智能化视频监测系统，对繁忙的生产

线上的生产细节实时观察分析，一旦发现

生产超出工艺规范，将立即以声光形式报

警。“人工智能+视觉”在提升生产效率

的同时，进一步保障了生产安全，现已在

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多个车间展开应用。

近年来，张立华带领博立科技积极布

局数字孪生与产业元宇宙技术，在智能制

造、智慧园区、智慧能源管理等领域均有

成功应用案例。为助力吉林省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博立科技与复旦大学、吉林大学

合作研发了智能网联汽车大数据数字孪生

实时可视化分析平台，解决了主机厂商缺

乏大规模网联数据分析能力的问题。相关

成果获评2021年度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优秀

科技成果奖。

“人工智能属于交叉学科，既需要研

发人员，也需要算法工程师、产品经理、

营销经理等不同层次的人才。我们鼓励

员工参与继续学习，攻读更高层次的学

位。”张立华说，“与研究机构相比，企

业需要更重视用户痛点，研发有针对性的

产品，并实现落地。”

2024年6月初，吉林省工业技术研究

院与博立科技宣布共建“人工智能及智能

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张立华说，

博立科技希望成为吉林省人工智能发展策

源地，搭建平台是希望能够在工业智能领

域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开放给各个厂

商，为大家所用。

虽然身在企业，张立华始终关注前沿

技术热点，并在2015年，结识了国家荣誉

称号获得者吉林大学黄大年教授。“他经

常忙到顾不上吃饭，让学生买回玉米，边

吃玉米边跟我谈工作。他当时是吉林大学

交叉学部部长，自身的科研就有交叉的特

点，我做的也是学科交叉的东西，所以从

他身上我学到很多。与他的交往虽然短暂，

但让我更加坚定了从事交叉创新、用原创技

术科技报国的理想。”张立华说。

科研与创新
——任职复旦，做国家科技发展的

“垫脚石”

在创业的过程中，张立华深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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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而前沿技术又需

要理论突破。2017年9月，张立华回归教

育、科研一线，加入复旦大学参与新工科

建设，包括参与创建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并

担任常务副院长，牵头组建认知与智能技

术实验室，发起成立元宇宙智慧医疗研究

所，筹备创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机融

合智能专委会。牵头承担包括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上

海市人工智能科技重大专项在内的多个重

大科技项目，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理论创新

和相关成果应用落地上有所突破。

面向肝癌智能化精准外科中的重大临

床需求，张立华牵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课题“肝癌智能化精准外科的共性

关键技术体系的建立”，旨在通过构建

外科诊疗可视化、可量化、可控化技术体

系，结合肝癌表征的多组学数据，提高临

床病理分期精度，改善残肝功能的评估难

现状；同时结合多组学数据完成肝癌的三

维定量可视化，降低侵袭边界判定误差，

实现术中的实时监测，服务于肝癌精准外

科智能化决策与手术规划。

在人工智能前沿领域突破的同时，张

立华一直坚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开展。他

带领课题组自主研发的3D物理仿真软件

克服传统软件在柔性物质模拟方面的局

限性，提供更加准确、高效和易用的柔性

物质仿真解决方案。通过结合3D渲染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与物理仿真引擎，融合

材料科学、计算力学和数值方法等多个领

域的知识，更好地刻画柔性物质的弹性、

塑性、流变等特性。同时，张立华带领课

题组正在搭建面向未来机器人研发的虚实

集成仿真工具，通过将高保真的数字人模

拟技术与机器人仿真技术相结合，为更加

柔性、安全、可靠的人机交互任务的仿真

需求提供快速模拟与验证支持，有效提升

机器人的研发、测试和部署效率。

2024年4月27日，张立华回到母校清

华大学参加毕业30周年系列活动。在自

动化系秩年校友论坛上，他以《物理仿

真——构建真实元宇宙的基石》为题，为

母校师生和自动化系校友分享了物理仿真

技术的前世今生、他在相关领域的探索以

及对未来应用前景的展望。

2024年9月，在欧美同学会大讲

堂暨留学人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张立华作为

归国人员代表发言。回望创业路，

张立华深有感触。他表示，作为扎

根科研一线的留学归国人员，要努

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

平人才培养，用科技创新服务产业

创新，大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归国人员要在各自的岗位上

奋力拼搏，谱写新时代海归的精彩

篇章。                             （宗 慧）4月 27 日，张立华（左 4）回校参加毕业 30 周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