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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丽江天文观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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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 数字经济作为清洁载能产业已经成为丽江发展新动能的

突破口。

• 丽江水电资源丰富、平均海拔高、年均气温比较低，适

合建设大数据存储和高性能计算的中心。

• 丽江天文观测站是国内重要的观测站点，站内目前已经

有15台望远镜在运行，有3台望远镜在建，以丽江天文观

测站为依托的南方天文观测集群已经初具规模。

• 为了利用数据密集型天文研究的需求，通过科研带动数

字经济产业的起步和发展，云南天文台向省科技厅申请

经费进行丽江数字经济产业研究基地的建设，其中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数据中心机房。

2019年申请，2020年得到资助。



• 中科院多个单位在丽江设有观测台站和科研

基地，产生和使用数据。

• 计算能力严重不足。

云南天文台——丽江天文观测站

昆明植物所——高山植物园

昆明动物所——繁育基地

（兰州）寒旱区环境工程所——玉龙冰川站

空天信息研究院——西南遥感卫星地面站

以及院、所、高校共建的观测和研究设施

丽江高山植物园 玉龙冰川监测 遥感卫星地面站布局

：丽江数字经济产业研究基地

– 大数据存储中心

– 大数据分析计算平台

– 技术创新平台：信息产品发布、传输、应用

数据存
储中心

计算分
析平台

技术创
新平台

高美古观测园区

玉龙综合园区

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丽江）分中心建设需求

• 2019年10月，国家天文台、云南大学、丽江市政府和

云南天文台签署了合作共建框架协议

• 2020年6月完成了数据中心建设的备案

• 2021年8月，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正式发文

• 天文科学数据中心丽江分中心

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 云南大学1.6米多通道测光巡天望远镜落户丽江天文观测

站5号点

• Mephisto 望远镜是主镜口径1.6 米、视场3.14 平方度、配

备3 台CCD 相机的大视场成像巡天望远镜。

• 同时在3 个波段（ugi 或vrz）拍摄同一天区的高质量测光

图像，获取天体高精度多波段星等及实时颜色信息，录制

天体运动、变化的“彩色纪录片”。

• 高效率: 1200平方度/10小时@20秒曝光 x 3个波段，与

LSST相当

• 开展 1）北半球可观测天区多波段多历元测光巡天；2）

采样频率为天、小时以及分钟量级的变源与暂现源巡天。

• 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数据产品

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1.6米望远镜的数据需求

E2v CCD芯片：9216*9232
单台相机：2*2拼接，4片
三台相机，16bit读出
2*20s曝光（1min内）

9216*9232*4*3*2*2 = 4.1GB/min

每晚观测10小时估计：
4.1GB*10hr*60min = 2.46TB（3TB）

每年：300个可观测夜
2.46TB（3TB）*300 = 738TB/yr

最终的数据中心规模：
数据存储量：50PB，
计算节点：4000个核，

超算平台内主干网络用IB网络的架构

Pilot Andor：
芯片：6144*6160，三台相机，16bit读出

6144*6160*3*2*2 = 454MB/min
每晚10小时：454MB/min*10hr*60min = 

272GB
每年（300可观测夜）：272GB*300 = 81.8TB

服务器
主频

（GHz） 核/CPU CPU数 算力/台
（TFlops） 数量 总核数

算力
（TFLOPS）

Dell E5-2640V3 2.6 16 2 2.6624 32 1024 85.1968
Dell E5-2640V4 2.4 20 2 3.072 34 1360 104.448

I期建设规模：
≥2PB存储容量；~600个核计算节点，双
精度算力达到60TFlops以上；高性能计
算平台内主干网络用IB网络的架构

ZTF算力统计

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机房基础装修

模块化机房建设

高性能计算平台建设

二、分中心建设背景及关键需求



三、分中心建设进展

基础建设（2020年-2021年）



机房基础装修 模块化机房建设 高性能计算平台建设

• 装饰装修（地面、
墙面、顶面处理）

• 防静电地板铺设、
踢脚线安装

• 等电位导电环
• 散力架
• 综合布线（强电、

弱电）
• 消防系统装调

• 模块化机房机柜装
调

• 一体化供配电UPS
装调

• 列间精密空调装调
• 空调室外机装调
• 冷通道门装调
• 动环监控系统装调

（传感器、监控等）

• 所有设备到货、上
架、布线

• 分布式存储系统装
调

• 高速存储节点装调
• 高性能计算系统装

调
• 网络布线等

丽江数据中心建设

• 项目从3月30日基础装修进场开始，到6月15日超算系统培训结束，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进入试运行

三、分中心建设进展



模块化机房建设时间线：

03.30基础
装修进场

04.07

04.09

04.10

04.15
04.25

04.21 04.25
05.31

三、分中心建设-模块化机房



三、分中心建设-模块化机房



三、分中心建设 – 模块化机房
制冷系统-氟泵



三、分中心建设 – 模块化机房
制冷系统-氟泵



三、分中心建设 – 模块化机房
制冷系统-氟泵



超算系统装调时间线：

05.16

05.17 06.08
05.23 06.15

三、分中心建设-超算系统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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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4



三、分中心建设-超算系统装调



三、分中心建设 - 超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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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中心建设 - 超算系统



存储架构

存储架构 可用容量
L1：BeeOND 480GB*14=6720GB
L2：BeeGFS 10TB*36块*1节点*0.76=273TB（双路在线）
L3：AS13000 12TB*32块*8节点*0.8=2150.4TB

共计 2430.12TB（2.43PB）

三、分中心建设 - 超算系统

6.72TB 273TB 2150.4TB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1 并行计算节点 NF5280M6 
6342(CPU) 14台 每个节点配置：2颗2.4GHz的CPU，24核/CPU，256GB内存

整个集群：14个节点，共：672核，算力达到60TFlops

2 胖节点 NF8480M6 1台 4颗3.1GHz的CPU，18核/CPU，1TB内存，算力达到7TFlops

3 管理登录节点 NF5280M6  
4314(CPU) 2台 每个节点：2颗2.4GHz的CPU，16核/CPU，128GB内存 

4 高速存储系统

AS13000G6-H12元
数据节点 2台 2颗2.4GHz的CPU，16核/CPU，

128GB内存 先做RAID，然后元节点和数据
节点互为备份，可用存储容量

达到274TBAS13000G6-H36高
速储存数据节点 2台  2颗2.3GHz的CPU，20核/CPU，

128GB内存

5 低速存储系统 AS1300G5-M36 8台  每个节点：2颗2.4GHz的CPU，12核/CPU，128GB内存
 采用纠删码（6+2:0）模式，可用存储空间达到2PB

6 IB HDR高速网络 Mellanox QM8790 1台 40个200Gb/s全线速的端口 

7
40G数据采集交换

机 CN6132Q-V 2台  4个固定SFP+ 10G端口，30个固定40G QSFP+端口

8
存储/管理万兆交换

机 CN93240YC-FX2 2台 48个10G 端口，12个100G端口 

9 千兆交换机 S655OV2-48TQ-
AC/D 2台 48个千兆端口 

10 标准机柜 维谛 10台 42U标准列间机柜，柜深1100mm，每个机柜配备2个防雷PDU

三、分中心建设 - 超算系统资源



三、分中心建设 - 超算系统性能测试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Ø 试运行：

• 对高性能计算集群的性能进行继续的试运行测试

• 对整个模块化机房的性能进行测试

• 对硬件设备在3200米海拔的地方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控

Ø 提供服务：

• 为即将建设的1.6米多通道测光巡天望远镜提供存储和计算服务

• 为其他需要大容量存储和高性能计算设备的应用提供服务

• 总结I期建设的经验、存在的问题

• 根据不断增加的需求，逐步开展II期的建设



四、下一步工作计划

超算平台测试案例征集

有意使用平台的代表请与我联系：

手机：13398884033（微信同号）

邮箱：wcj@ynao.ac.cn

mailto:wcj@ynao.ac.cn


请各位专家和老师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