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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讯 英国华威大学的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以前从未观察到的介子类新亚原子

粒子，命名为 Ds3*(2860)ˉ，这将有助于转变对

于凝聚原子核的最基本自然之力的理解。该

研究结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论快报》

和《物理评论 D》上。

亚原子粒子，其结构比原子更小，包括原

子的组成部分如电子、质子和中子等许多其他

奇特的粒子。总地来说，亚原子粒子可能是电

子、中子、质子、介子、夸克、胶子和光子等。

据《每日电讯》、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

道，通过收集分析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大型

强子对撞机 LHCb 的数据，研究人员发现新

粒子以类似质子的方式绑定在一起。由于这

种相似性，研究人员认为这能够进一步研究

理解粒子强大的交互作用。对在一个原子核

内质子的强作用的最基本自然之力提供更深

入的理解。

强相互作用是自然界四个基本相互作用

中最强的一种。华威大学物理系首席科学家

蒂姆·格尔森教授解释说：“强相互作用是捆

绑夸克、亚原子粒子在一起形成原子中质子

的力量。质子结合的能量强烈到给质量更大

的贡献。”

由于这些力量相对简单，科学家以前能

够解答重力和电磁相互作用的方程，但强相

互作用的强度却不能以同样的方法解答方

程。因此，对强相互作用本质的了解长期以

来是物理学中的困难问题。人们曾经提出过

许 多 处 理 强 作 用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但 都 很 有

限。原因之一是理论中没有小参量，因而找

不到可靠的近似方法。由此，人们由强子的

夸克模型和规范场的概念出发提出量子色动

力学（QCD）。

格尔森说：“现在已经用称为格点 QCD的

计算密集型技术完成对强相互作用的计算。

为了验证这些计算最基本的是将预测与实验

结果比较。而考虑新的粒子可理想的达到这

个目的，因为它是迄今首次观察到包含粲夸克

（Charm quark）和自旋值 3的粒子。”

目前，物理学家已知共有六种夸克：上（夸

克）、下、粲（/魅)、奇、底和顶。经证实，质子、

中子都是由称为上和下两种夸克组成，但粒子

在加速器如 LHC 会产生含有不稳定的重夸

克。此外，其中这些粒子的自旋值高于天然稳

定的粒子。

格尔森补充道：“由于新粒子包含一个沉

重的粲夸克，这使得研究人员更容易计算其属

性。并且因为它的自旋值为 3，不可能有歧义

的粒子。因此，这为未来的理论计算提供了一

个基准。这些计算的改善将改变我们理解原

子核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可能有助于回

答一个物理学上最大的谜团：为什么在宇宙中

的物质比反物质更多。”

(华凌）

英科学家发现一种新亚原子粒子
有助于转变对凝聚原子核最基本自然之力的理解

近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工程院院士

李宁涉嫌弄虚作假套取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资金被批捕，引发公众对科研经费腐败的关

注。其实，在美国科研经费腐败同样是一个

问题，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查尔斯·贝内特就

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03年至 2010年间，贝内特用从联邦政

府申请到的癌症研究经费来支付自己、家人

和朋友的旅行等费用，还聘请“不合格”的朋

友和亲戚作为研究顾问。被揭发后，贝内特

和西北大学均被告上法庭，不仅贝内特被学

校解雇，西北大学也于去年 7 月向联邦政府

赔偿了 293万美元。

不过，总体而言美国科研经费的分配、

使用和监督机制还是较为成熟，科研经费的

拨款与审核彼此独立，从而避免了“外行领

导内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欺诈项目”和

“人情项目”，较好保证了公平和公正。

美国并无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科研领

导机构。科研资金的分配和管理权分散在

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航天局等几个联

邦级部门中。除了联邦经费，科研人员还可

以申请地方政府的科研经费，一些著名高校

如哈佛、耶鲁等还有各种私人基金会赞助科

研项目。

科研人员在申请经费时，相关机构会设

立一个第三方独立项目评审小组，对申请项

目进行投票评估。这种同行评议的好处是，

不管申请者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助理教授，

只要课题令人信服就可得到经费，资金流向

最有创造力或社会最需要的课题。

密歇根州立大学一位疟疾研究专家告

诉记者，他申请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经

费，评议小组成员都是同一个研究领域的同

行，“你的研究水平与成果到底什么样，这些

评议小组的人都十分清楚”。严格的同行评

议，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造假或质量较次的科

研项目蒙混过关。

在经费的使用上，美国设有一种科研经

费“附加管理费”，由大学和政府机构直接协

商，不受科研人员控制。举例来说，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的管理费比例是 57％，如果一

位教授申请该机构的科研经费 100 万美元，

附加上的管理费就是 57万美元，申请总金额

因此是 157 万美元。这笔管理费，由学校用

来支付其所有办公室与实验室的水、电、电

话、复印、打印等基本费用，甚至后勤人员的

工资。

实质上，管理费是一种“均贫富”的措

施，相当于资助经费较少或根本没有申请到

经费的其他教授和科研人员，使他们可以专

心做研究。

在使用上，美国科研经费开支的一大部

分是用来支付科研人员自己及其团队的工

资与福利。美国大学分为研究型与教学型

两大类，研究型大学的教授每年最多只能拿

到 9个月薪水，剩下 3个月就来自于他们申请

的课题经费。总之，工资与福利在科研经费

里的比例一般可达 50％左右。

至于真正用于科研的费用，实际上只占

总金额的约 15％。这些费用主要用来购买

实验用品、发表论文等。当然与研究相关的

费用，如人员培训、交通、学术交流等的费用

也包括在这 15％之内。

需要指出的是，管理费、工资与福利以

及其他各种费用都要求在经费预算中就说

清楚，每年各种实际支出允许有上下浮动，

但浮动范围不得超过 15％。

对经费使用的监督通常有三道关。首

先，大学里每个系都有专门人员管理各种经

费，他们会直接和科研人员沟通每一项支出

是否合理，应该在哪项费用里支出，哪些费

用存在问题；第二道关是学校的基金管理机

构，对科研人员申请的各种费用进行管理、

监督；第三道是相关拨款机构的审计，这种

审计采用抽查方式，一旦发现问题，视情况

严重程度，受资助者与机构必须纠正或退还

款项，有关机构还可暂停拨款甚至提请司法

处理。

预防科研经费腐败，还要严防利益冲突

问题。简单来说，就是要防止申请到的经费

用于研究人员私人利益。以同行评议为例，

在美国做同行评议的人员都要填写相关表

格，如给熟人或存在经济往来的项目做评

审，就应自动申请避嫌。

当然，再完善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完全

避免腐败行为，前面提到的西北大学教授

贝内特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科研人员

的自律、健康的行业风气还是非常重要。

在美国，科研人员一旦被发现有涉及经费

的腐败行为，后果将十分严重，即便够不上

法律制裁也会在业内身败名裂，无法再吃

“科研饭”。

美国怎样防范科研经费腐败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本周焦点

神秘莫测的马约拉纳费米子现身
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一种由物质和反物质

组成的粒子，呈电中性。据理论预测，某种特

殊类型的超导状态将产生马约拉纳费米子，

它将出现在一条线的两端。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的研究团队近日宣布，找到了这种困扰了

物理学家 80年的神秘莫测的粒子。

他们将只有几个原子长的一段细铁丝

置于一大块铅上，并将其冷却到接近绝对

零度，然后利用一款有两层楼高的望远镜

探测到了来自铁丝两端的中性信号，即马

约拉纳费米子的关键信号。它是由铁丝产

生的磁场和铅产生的超导性之间的平衡产

生的。

马约拉纳费米子是制造量子计算机的完

美选择之一，也是迄今还未被科学家们发现

的暗物质的备选粒子。这项成果不仅有助于

量子计算机的研制，还有助于科学家们进一

步弄清暗物质的性质。

外媒精选

电动汽车有了“二合一”马达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德国航空航天中

心合作发明了一种二合一电动马达，将通常

独立的电动机和空调压缩机集成为一体，这

种新颖的设计可节省空间，使电动汽车能够

使用更大的电池，行驶距离可因此延长 15%

到 20%。

首个利用光和空气的太阳能蓄电池问世
目前的太阳能电池系统都是用太阳能板

捕获阳光，然后再用廉价的蓄电池将能量储

存起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将

二者合一，研制出了首款依靠光和空气工作

的太阳能蓄电池，有望使成本降低 25%。

一周技术刷新

澳开发出纳米级超快忆阻器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科学家

用比人类头发直径薄 1000 倍的非晶钙钛矿

氧化物开发出一种纳米级超快忆阻器，从而

为高度稳定可靠的纳米级存储设备的发展提

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今后有望成为制造人工

大脑的关键部件。

美“铸造”出小于25纳米三维金属物件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人

员在无机纳米材料合成领域获得重要突破：

他们在精心设计的不同三维 DNA 模块中植

入极小的金属纳米“种子”，并激发其生长成

为一个与该模块相同维度的立方体纳米粒

子。这是首次根据指定的三维形状，打造仅

有 25 纳米甚至更小的无机纳米粒子，同时误

差小于 5 纳米。这项成果或可对激光技术、

显微术、太阳能电池、电子器件、环境监测、环

境试验、疾病监测等领域产生促进作用。

前沿探索

最新测量显示一半暗物质栖身银河系
澳大利亚科研团队的最新测量结果表明，

银河系内暗物质的质量为太阳质量的 8×1011

倍，几乎占所有暗物质的一半。这可能有助于

厘清一个困扰了科学家 20 年的谜团：目前模

拟星系形成和演化的冷暗物质模型认为，银河

系周围可能有一小撮肉眼可见的卫星星系，但

事实我们只看到了三个；而应用最新测量结果

的预测显示，可能仅仅也只有三个。

来自脉冲星的X射线亮度远超天文学理
论极限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核光谱望远镜阵列

（NuSTAR）首席研究员菲奥纳·哈里森带领

的天文学家团队检测到一颗有着太阳 1000

万倍能量的熠熠生辉的致密脉冲星，亮度远

超爱丁顿极限很多倍。拥有如此巨大能量的

天体物质在以往被认为应该形成黑洞，这一

发现恐怕会让科学家们重新考虑，超新星和

黑洞哪个才是真正的超亮 X射线源。

艾滋病病毒关键蛋白的“真相”揭开
艾滋病病毒表面有一些突起，这是它感

染人体细胞的关键。美国科学家 10 月 8 日

说，他们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这些突起的结构

以及其与人体细胞融合前后的动态变化。对

于免疫系统来说，艾滋病病毒就是一个永远

在动的靶位，这是此前艾滋病疫苗失败的原

因之一，而现在相当于“知道了这个逃犯长什

么样”，所以“抓获”它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

导致有效疫苗的诞生。

一周之首

特殊透镜组合首次实现全可见光范围内
的物体隐形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一

种突破传统的隐形方法，通过四片标准透镜

在特殊角度和位置的组合，使透镜中本该映

出的物体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这是第一

个在全部可见光范围内，做到可持续、多角度

“隐藏”三维物体的隐形设备。该方法不但成

本低廉，而且易于实现。

本周人物

诺贝尔奖得主名单相继揭晓
10月 6日至 8日，诺贝尔三大自然科学类

奖项悉数公布：

生理学或医学奖桂冠由拥有美国和英国

国籍的科学家约翰·奥基夫以及两位挪威科

学家梅-布里特·莫泽和爱德华·莫泽摘得，他

们发现了大脑定位系统细胞。

物理学奖由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

和美籍日裔科学家中村修二共享，他们的成

就是发明了蓝色发光二极管，并因此带来新

型节能光源。

化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埃里克·贝齐

格、威廉·莫纳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

以表彰他们为发展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作

出的贡献。

奇观轶闻

全球首例“移植子宫”内孕育婴儿降生
瑞典哥德堡大学妇产科专家布伦斯特

伦近日介绍，一名 36 岁女子因先天缺陷没有

子宫，去年获得一名 61 岁的好朋友的“捐

赠”，接受子宫移植手术，1 年后由医生把一

枚试管培养的受精卵植入子宫中，终于如愿

怀孕，剖腹产诞下儿子，如今母子均健康，为

全球首例。

（本栏目主持人 陈丹）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9月29日—10月12日）

科技日报讯 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检测到

人脑的认知退化迹象，即便此类症状还未出

现。这一技术可以作为生物标记，应用于临床

前的痴呆症早期诊断。

该发明以动脉自旋标记技术（ASL）为核

心，该技术可以监测脑灌注，即血流渗入组织

的情况。“动脉自旋标记磁共振成像技术简单

易行，并不需要特殊设备，只需多花几分钟检

测即可。”这项研究报告的作者，瑞士日内瓦大

学医学博士哈勒说。

该研究小组包括 148 名健康的老年参与

者和 65 名患轻度认知损害者。所有参与者都

做了脑部核共振成像和神经心理评估，这些都

是检测认知能力的正常测试。

在 148 名健康的个体中，75 人表现稳定，

另有 73人在接下来 18个月的临床跟进中出现

了认知下降情况。这些认知下降的受试者在

动脉自旋标记核磁共振成像测试中，已经表现

出灌注量降低，尤其在大脑的后扣带回皮质。

这一区域在大脑中部，与默认模式神经网络相

连接，该神经网络会在人注意力不集中时变得

活跃。这一神经网络的退化表现在轻度认知

损害者身上，更见于阿尔茨海默病。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世界范围内有超过

3500 万人患阿尔茨海默病，这个数字在 2030

年可能会翻一番。而与痴呆症相关的脑部疾

病，例如血流量减少等，可能会出现数年时间

却得不到患者的注意，因为人脑具有认知储

备，即当大脑的某一部分出现缺陷，其他部分

会对其进行补偿。对认知退化的早期监测至

关重要，因为在这一时期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最

见效。

在实验中，脑灌注减少现象，在轻度认知

损害者身上和部分健康受试者身上都出现了，

而后者接下来便开始出现认知退化现象。这

一研究结果表明，即便受试者灌注量减少，此

人可能在当下依旧保持正常认知状态，但最终

会出现认知缺陷。

在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检测方面，动脉自旋

标记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自成体系，也可以成

为当下 PET（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的辅助。

研究人员计划进行跟进研究，以进一步认

识动脉自旋标记技术和人脑的长期认知变

化。 （毛宇）

磁共振技术可“预知”痴呆症

恐龙机器人
10月 7日，在日本千叶县举办的日本高新技术博览会（CEATEC）上，一名工作人员展示

通过智能手机遥控恐龙机器人。
新华社/美联

联合国机构呼吁
保护土地活力以减灾防灾

据新华社柏林 10月 12日电 在

10月 13日“国际减灾日”到来之际，设

在德国波恩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秘书处说，大多数自然灾害和土

地退化有直接关系，并呼吁各国制定

国家战略以保护土地的活力。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

处执行秘书莫妮克·巴尔比 12日发表

专文说，在过去的 20 年中，全球重大

自然灾害从每年约 200 起上升到约

400 起，每 10 起自然灾害中就有 9 起

和气候有关，且大多数都可以直接归

因于土地退化。

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逐步进入老

龄化社会，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的

人口预计将突破 20亿，60岁以上人口

将首次超越14岁以下人口的数量。

巴尔比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

剧，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将更加脆

弱，世界各国应当以预防为主，尽早

制定国家层面的防灾减灾战略。

治 癌 症 不 可 忽 视
非 肿 瘤 位 点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
（记者付一鸣 和苗）瑞典卡罗琳医学

院和中国研究人员日前发布最新研

究成果，揭示了肿瘤如何对身体多个

器官功能造成系统性影响，表明治疗

癌症不能只关注抑制肿瘤本身的生

长，还需针对其他器官的症状进行综

合治疗。

这一成果发表在美国期刊《细胞

报告》上。研究小组成员、瑞典卡罗

琳医学院华人教授曹义海 10 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项研究揭示

了肿瘤是如何通过分泌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蛋白，从而调节血管系统，最

终对身体多个器官功能造成系统性

的影响，如对骨髓造血功能的损害导

致全身性贫血。

他指出，除了对发病部位邻近器

官造成损伤外，肿瘤还会对身体其他

器官造成功能性损害。比如癌症病

人出现一些症状时会造成肝脾骨髓

功能损伤，肌肉萎缩，从而导致疲劳、

贫血以及身体消瘦，使病人的生活质

量极大下降。

“ 这 个 发 现 证 实 了 我 们 的 观

点 ——对于癌症疾病，非肿瘤位点也

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曹义海说，“我

们希望这项研究能应用于临床治疗

上，从而提高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生存期。”

曹义海强调此次研究与中国的

合作非常重要，“这项研究是我的研

究团队和中方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完

成的。瑞方设计和主导了该课题，中

方科研人员承担了部分研究任务并

提供了部分试验所需相关药物。由

于中国具有丰富的病例和样本，因此

继续和中国的一线临床大夫以及科

研单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未来我们

还会继续加深合作”。

曹义海介绍说，新的研究成果为

新药的研发提供了新方向——非癌细

胞也是设计新一代癌症药物的方向。

血 液 中 存 在
击 退 癌 细 胞 的 抗 体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蓝建中）

日本冈山大学医院日前宣布，其研究

人员在人体血液中发现了一种能够

遏制癌细胞增殖并消灭癌细胞的抗

体。这一发现将有助开发出副作用

较小的化疗药物。

健康人的体内每天都会出现数

千个癌细胞，但是被各种抗体和免疫

细胞清理掉了，科学家并不清楚其中

的机制。

该院研究人员注意到，在癌细胞中，

核糖体蛋白L29得以高度表达，而人体

血液中就存在核糖体蛋白L29的抗体。

研究人员将每毫升中含有 5微克

（1 微克是百万分之一克）抗体的溶液

滴到人类肝癌细胞上，再调查癌细胞

的增殖状况。结果发现，癌细胞的增

殖减少 40％。

研究还发现，这种抗体能够遏制

胰腺癌、肺癌、乳腺癌、大肠癌、前列

腺癌等癌细胞增殖。

研究人员指出，血液中的抗体与

核糖体蛋白 L29 结合后，能够遏制后

者的功能，使癌细胞难以分裂，从而

凋亡，因此这种抗体应该就是构成人

体内肿瘤免疫系统的物质之一。目

前他们正在研发以这种抗体为基础

的抗癌药物和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