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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玛依融媒记者 高宇飞
张丽娄林毅

1999年5月8日早晨，一个消息让

即将从清华大学通信专业毕业的刘雷
波深感震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
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

这一事件深深刺痛了刘雷波。在
愤怒之余，一个问题萦绕在他心头：

“为啥美国的导弹能如此精准？”他很
快意识到，这背后是现代战争的核心
技术部件——高速计算芯片。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涌上心头，于
是，他毅然放弃了原本赴美留学的计
划，选择留校攻读微电子学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美国硅谷企业曾两次
以优厚的待遇和诱人的发展前景邀请
他加入。甚至有一次，对方急切地希
望他能中断学业、立刻入职。他始终
不为所动，两次均果断拒绝。

历史，总是在回响中昭示未来。
70 年前，石油人以“我为祖国献

石油”的豪情，在亘古荒原上勘探开发
了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
油田，有力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生共
和国的能源封锁。

70年后，当美国企图在全球禁用
中国先进计算芯片时，从克拉玛依油
田走出的刘雷波，这位清华大学教
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正站
在中国芯片技术自主化、安全化的前
沿，用实际行动书写着新时代的科技
报国故事。

严师筑基

石油城萌芽的“未来芯”

1994年春天，克拉玛依市第五中学
高三年级模拟考试中发生了一件令人意
想不到的事：平时成绩优异的刘雷波，拿
到物理试卷时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如同
电脑“宕机”一般，最终无奈交了白卷。
那次考试，他的总分仅有470分。

然而，面对刘雷波这次“滑铁卢”，
老师们并未责备与批评他。相反，他
们用暖心的鼓励和精准的辅导，给予
他重新振作的勇气。

几个月后的高考，刘雷波一举夺得
全疆第三名，如愿被清华大学通信专业
录取——这是母校时隔10年后，再次有
学生叩开这所顶尖学府的大门。

今年5月1日，年届知天命的刘雷
波，带着一封 4000 字的长信《那些年
教过我的五中老师们》重返母校。

信中，他深情追忆恩师：初中班主
任许秀军对学生“从不惯着”，未完成
作业的他只能趴在教室门口地板上补

完才被准许进入；高中英语老师谢广
明严抓不懈，硬是将五中高考英语成
绩从寂寂无名提升至全市乃至全疆前
列；高中班主任陆宏弟教授的物理，成
了他高考最高分科目；还有黄烈瑛、闫
志强、朱爱华……

老师们刻入骨子里的严格、专业、
无私与负责，让刘雷波受益终身。凭
借着扎实的学业功底，即使到了强手
如林的清华园，他也能轻松“驾驭”英
文，早早通过英语四六级、托福、GRE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等考试，工作
后能用英文流畅讲授专业课；他开设
的专业必修课《数字集成电路分析与
设计》（英文），被评为清华大学本科生
精品课（获评比例小于5%），该课程对
应的慕课在网络学习平台上更是吸引
了数以万计的学子参与学习。

“不得不说，这些成就的根基，无
一不源于五中老师们给予我的正确启
蒙和扎实的教学。”刘雷波由衷感慨。

家国抉择

轰炸声中锚定“芯”方向

初入清华，刘雷波体会到了何为
“降维打击”：同学中省级高考“状元”
和奥赛奖牌得主比比皆是。而他曾经
引以为傲的高考成绩，在班里却只能
排倒数第二。大一结束，他的成绩排
名依旧垫底。

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落差，刘雷
波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他曾获得全
克拉玛依市中考第二名的好成绩，被
彼时在北京八十中任教的姑姑直言：

“在北京，你任何一所高中都上不了”；
他这个克拉玛依市第五中学同学眼中
的“刷题狂魔”，到了大学却被同学调
侃“你见过的题还没我做过的题多”。

然而，一种近乎“钝感”的坚韧，成
为刘雷波应对压力的铠甲——“只要
努力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他坦然
接受差距。

未曾想，克拉玛依油田相对“散
养”的生活环境，竟成为他逆袭的独特
底色。

父母忙碌，他早早便养成了强烈
的自主性：步行很远去寻找一方宁静
的垂钓之地，享受钓鱼的乐趣；翻墙进
入体育馆，在乒乓球桌上一展身手；甚
至，他还瞒着家人偷偷练拳击……就
连“刷题”，对他而言也纯属个人爱好。

“这些经历，让我一部分好奇心和
潜力得以完好保存，直到在大学才得
以尽情释放。”刘雷波说，在兴趣的驱
动下，他感觉浑身充满力量，学业上逐
渐发力，“或许正是因为我走得慢，反
而能够走得更远一些。”

时光匆匆，1999 年大学毕业前
夕，刘雷波的成绩已跃居全班前八，获
得本校通信专业的保研资格。与此同
时，他也积极筹备着出国深造事宜。

然而，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轰
炸声，彻底改写了刘雷波的人生轨
迹。参与抗议游行后，他做出了一个
冷静而炽热的决定：放弃留学，申请攻
读清华大学微电子学博士学位。

面对读博期间美国硅谷企业两次
高薪诱惑，他态度坚决：“留在国内，有
更多机会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廿载砺剑

锻造守护信息“安全芯”

2004年博士毕业，刘雷波选择留
校，投身软件定义芯片、硬件安全和密
码芯片等领域的研究。

“芯片硬件安全是信息系统安全
的物理根基。如果没有保障，追求软
件安全、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就如同在
沙滩上盖大厦。但芯片硬件安全无法
单独通过软件手段解决，以硬件技术
为基础的软硬件联合，是解决芯片安
全的重要手段。”刘雷波这样解释自己
的研究领域。

20余年来，刘雷波深度参与了中
国芯片产业的崛起进程。他先后主持
了 863 计划重点项目、“核高基”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等30余项国家项目，取得了多项重要
科研成果——

提出了基于动态可重构计算技术
的软件定义芯片设计方法，使芯片兼
具高能效和高灵活性，引领了现代领
域定制计算芯片的发展。

提出了软件定义密码芯片设计方
法，推动了商用密码芯片技术的跨越式
发展；带领团队研发了我国综合算力最
强的密码芯片，满足了“618”“双11”等
网络购物节对加解密算力的需求；大幅
提升了ZUC-256算法（祖冲之算法）的
硬件实现性能，成功推动ZUC-256算
法成为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移
动通信系统的候选算法。

提出了基于时空域随机配置与内
建安全白片技术的物理攻击主动防御
机制，大幅提升密码芯片抗侧信道攻
击能力，并能有效抵御管芯逆向和配
置反编译等攻击手段。关键技术在专
用场景密码芯片领域获得批量应用，
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
截至目前，刘雷波荣获过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中国专利金奖、教育
部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国电子学会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世界互联网大会
领先科技成果奖（共15项入选）等，发
表高水平论文 300 余篇，授权国内外
发明专利150余项，撰写著作10部，参
与制定国家标准1项。

决胜未来

为信息疆域铸“终极芯”

“《抗量子密码芯片》一书历经近
两年时间的打磨，终于在清华大学出
版社正式出版了。”今年 5 月 21 日上
午，刘雷波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这一
好消息。

抗量子密码芯片是刘雷波当前全
力锚定、深入钻研的最前沿领域。

他预计，2030-2035年，量子计算
机将拥有攻破现有公钥密码体系的能
力。届时，金融、通信、政务等核心领
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

在这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人们
不禁思索：有没有比量子计算机更强
大的力量？

“有！数学家设计的新算法，量子
计算机也攻破不了。”刘雷波说，“将这
些抗量子密码算法变成可靠的芯片，
就是我的使命。”

自2016年起，他带领团队开展动
态可重构抗量子密码芯片研发，接连
攻克多项技术难关：2022年7月，推出
全球首款支持多个数学难题的商用抗
量子密码芯片；2024年1月，又推出全
球首款能支持国内外主流抗量子密码
方案的芯片。

如今，刘雷波团队正全力研发全
新一代产品，“目标是实现现有性能的
10倍以上跃升！”

2024年，被誉为“芯片奥林匹克”
的国际固态电路会议（ISSCC）首次设
立安全技术分会，刘雷波团队成为国
内唯一以第一作者单位入选论文的团
队。2025年，他的团队再获殊荣。

“以前参加这种国际顶级会议，我
们是被评价者。现在，我们成为了专家
和绝对强势的一方。”刘雷波自豪地说。

被问及如何看待当前美国实施的
芯片禁令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时，刘雷
波毫不犹豫地回答：“没关系，这个是
技术问题，最终都可以解决。”

刘雷波：
用“芯”铸造信息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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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身份】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市优秀研
究生导师

【家乡寄语】
从荒原到油城，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革命，克拉玛依始终以科技赋能产业，
书写着中国能源自立自强的传奇。愿石油精神永续，油城未来更美好！

【我为家乡献一策】
建议推动克拉玛依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与国内发达地区、全球领先国家
的沟通与交流，加大本土人才的培养力度，用事业留人，把克拉玛依建
设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