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屹（本报驻美国记者）在探索宇宙方

面，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仪器设备全

部到位，即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观测能力最

强的太空望远镜；美利用宇宙网络成像仪拍

摄到前所未有的星系际介质图像，有助于加

深对星系和星系间动态的认识；借助改进过

的双子座行星成像仪拍摄到了迄今最清晰系

外行星照片，将有助于科学家更好地了解系

外行星的运行规律及其年龄、质量等信息；天

文学家现已在计算机上“从零开始”创建一个

宇宙，以前所未有的准确度模拟出了星系的

分布和组成；有证据表明，早期宇宙的性质由

最小星系决定。

美国哈佛—史密森中心在内的联合研究

团队发现了宇宙原初引力波存在的直接证

据，成为宇宙暴涨理论的第一个最有力验

证。该研究成果同时被认为有望揭示宇宙诞

生之谜；欧洲空间局的研究团队分析普朗克

望远镜从同样天体捕获到的数据提出了另一

种观点，认为“原初引力波”信号可能源于太

空尘埃。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科学家首

次观察到了粲夸克衰变成反粲夸克现象。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找到了由

物质和反物质组成的马约拉纳费米子。美拟

对撞金原子再现原始“粒子汤”。上述研究不

仅有助于解释宇宙为什么由物质而非反物质

组成这一问题，进一步弄清暗物质的性质，还

将有望厘清早期宇宙如何演化到现有状态。

美天文学家发现了“体重”为地球 17倍的

新型岩石行星，颠覆了行星形成理论；另一项

联合研究在太阳系内发现了一颗遥远的矮行

星，刷新了有关太阳系边界的认知，揭示了一

颗质量十倍于地球的大行星存在的可能；美

国研究者联合使用多台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

颗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寒冷、最暗淡”的白

矮星。

在探寻地外生命方面，美国航空航天局

勾勒了利用现有及未来的太空望远镜技术寻

找外星生命的路线图，保守估计银河系内一

亿个星际环境可支持生命存在；搜寻地外文

明科学实验计划公布了两个新的技术方法，

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望远镜阵列寻找文明

存在的信号；美国科学家在火星第三大火山

阿尔西亚山的山麓上，发现了大型湖泊曾经

存在的痕迹；研究显示冥王星卫星“卡戎”可

能存在表面冰层且有巨大的裂缝；美天文学

家首次在一个海王星大小的太阳系外行星上

发现了水蒸气；利用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太

阳系外找到了一颗大小与地球类似的拥有液

态水的行星。

而研究发现，此前被认为最有可能孕育

生命的星体之一的土卫六的海洋和死海一样

“咸”，意味着其或许并不适合生命生存。进

一步的观测显示，被称为“第二地球”的格利

泽很可能仅是主恒星磁场爆发导致的误成

像。华盛顿大学天文学家发现首个“自透镜”

效应的双星系统，这种“结伴”行星的发现为

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努力增加了一个新途

径。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太阳动力观测卫星

记录了目前无法解释的“太阳黑子消失”现

象。美国天文学宣布找到太阳“失散多年的

兄弟”，该星体和太阳形成于同一星云；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星际边界探索任务证实了位

于太阳系边缘的神秘的能量和粒子带，可以

作为指示局部星际磁场方向的“天空路标”。

一项研究比对了多个星体及地球海水中

氘的丰度发现，部分存在于地球、陨石、月球

表面的水，可能比太阳系还“老”，显示更多星

系诞生生命的可能性；一项碳粒陨石研究发

现，地球上水与岩石极有可能同时形成，早期

地球表面或被水覆盖，生命或起源于地球形

成早期；耶鲁科学家发现了迄今地球最深处

的生命证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

研究人员发现在地球上空范艾伦辐射带外带

的内缘附近屏蔽所谓“杀手粒子”进入地球大

气层的机制。

美国航空航天局关于小行星月均两次撞

击地球的研究报告成为热门话题；美国田纳

西 大 学 宣 布 一 颗 名 为 1950DA 的 小 行 星 有

0.3%的几率在 2880年撞击地球。

在黑洞研究方面，2014 年美国学界的一

项研究成果对黑洞学说构成了有力挑战。而

基于现有黑洞理论的一项研究在距离地球大

约 2.5 亿光年的一个小型星系内发现了一个

质量为太阳 170亿倍的超大黑洞，观测显示其

磁场强度相当于自身万有引力。而对于月球

的研究则发现，月球核心外部由一个液态层

所包围。

一项欧美联合研究宣布成功测得目前最

为精确的顶夸克质量为 173.34±0.76GeV（10

亿电子伏特）／c2；美国麻省理工开发出一种

测量技术能够将微观物体称重精度提高到阿

克；美国学者检测到了迄今为止最小的力，大

约 42 幺牛顿；一项研究报告提出了真空光速

低于此前理论的新的理论体系，以及支持性

证据。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得到了开普勒-93b

行星的直径数据为 18800公里(+/-240公里)，

成为太阳系外星球直径精度最高的测量。美

国耶鲁大学的利用激光降低一氟化锶的温

度，成功制造出迄今为止温度最低的分子。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发布了一台名为

NIST-F2的原子钟，提供目前最精确的时间。

在中微子研究方面，“冰立方”捕获第三

个千万亿电子伏特的中微子。而最新研究发

现，银河系中心的黑洞可能是一个中微子工

厂。全球距离最远的中微子实验启动，两个

探测器相距 800公里。

在暗物质研究方面，阿尔法磁谱仪最新

成果显示暗物质存在可能性。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的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探测到来自英

仙座星系团的神秘 X 射线信号，有可能标志

着人们发现了暗物质的一种形态。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下属费米太空望远镜的最新公开

数据显示，银河系心脏地带的一个信号应是

由暗物质粒子相互碰撞产生的。其最终可能

会带来首张暗物质图像，并揭秘暗物质的构

成。美科学家提出名为“混合味道多成分暗

物质“模型，美法物理学家构造成功一种暗物

质模型并模拟了暗物质中的泡泡状空间。

刘海英（本报驻英国记者）2014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受到广泛关注，大量分析

认为，科学发展到如今阶段，在基础研究领域

取得重大突破变得越来越困难。

英国科学家和西班牙科学家一道，找到

了支持银河系恒星化学构成类别预测的证

据，这意味着银河系恒星演化存在重要差

异。同月，英国科学家发现，中微子质量比先

前人们认为的要重得多。这是科学家使用宇

宙大爆炸理论和时空曲率首次准确测量到中

微子的质量。

英德科学家合作完成了“光变物质”的最

简方法——两个光子撞击结合形成电子和正

电子——的模拟验证。实验第一次证明了布

雷特和惠勒理论，且能够再现宇宙形成最初

100 秒内的重要过程；同月，英国科学家开发

出一种名为纳米晶体测量学的新技术，可真

正拍摄到单个原子的运动，并能够观看晶体

由原子一个一个地“搭建”而成的全过程；英

国剑桥大学研究人员成功判明高温超导体超

导电性的原理为电荷密度波带来的材料电子

扭曲的“口袋”。

英国科学家一项研究表明测算获得的银

河系质量是太阳质量的 8000 亿倍，远低于过

去认知。

李宏策（本报驻法国记者）法国学者合

作开发出首个由单个分子构成的 LED。实

验显示，每 10 万个电子通过研究人员搭建的

聚噻吩纳米线，便发射出一个光子。这一突

破性的研究成果也给未来计算机研发奠定

了基础。

法国洛林大学的一项同位素研究显示地

球和月球的年龄被低估。研究认为，早期地

球与一颗行星大小的星体发生碰撞的时间约

在太阳系形成后 4000 万年，比此前的设想提

早了大约 6000万年。

法国和奥地利等国开展的一项国际合作

研究证实，中子移动的路径与它的磁矩路径

不同。因此，中子能和它的自旋分别处在不

同位置，物体与其属性分离的现象在量子世

界里是可能的。该研究为“量子柴郡猫”提供

了首个实验证据。

法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基于强双极-双

极作用的操控光散射的新方法，以控制其散

射光的光谱属性。

李山（本报驻德国记者）马克斯普朗克核

物理研究所测到迄今为止最精确的电子的质

量，比 2006 年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采用的电

子质量精确了 13倍。

美因茨大学等首次成功地直接观察到哈

斯勒化合物 100％的自旋极化，为利用哈斯勒

材料的高性能自旋电子器件的未来发展奠定

了基石；完成了迄今为止针对质子固有磁性

的最精密测量，为物质-反物质对称性的严格

验证铺平了道路。

雷根斯堡大学等利用新的高压太赫磁辐

射源，在万亿分之一秒的精确时间内在半导

体上制造了电压达到 100 亿伏每平方米的电

磁场，并研究观察了电子振动现象；开发了一

种新的显微镜，能以突破性时间分辨率来制

作微小纳米结构的慢动作电影。

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在反应条件

下观察到催化剂表面的原子结构；掌握了两

种未来用途广泛的新材料介面特性；并在爆

炸的分子中观察到电子跃迁等。

哥廷根大学构建了一个在大鼠脑中的某

种“典型”突触的三维模型，在原子层面详细

展示了 30 万个蛋白质；利用较低能量的超短

脉冲对原子尺度的表面进行超快动态观察；

研发了一种可以洞察到最小的细胞结构的方

法，可检测细胞结构中蛋白质的更新。

慕尼黑工业大学等研发一种精确测量 X

射线时长和强度的方法，可以拍摄到 0.1 纳米

大小的结构组成；通过中子测量仪首次确定

氧化学结合的确切性质。汉堡大学等研发新

技术，可通过激光迅速有效地操纵磁力材

料。康斯坦茨大学开发新方法精确表征和控

制钻石里的量子效应。

阿尔弗雷德·韦格纳极地与海洋研究所

发现墨西哥湾暖流的强度受到影响；发现格

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巨大冰盖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萎缩，每年有 120立方英里的冰融化成

海水；发现海洋表面温度在长时间尺度上的

变化性；并参与报告称在过去的 200 年中，二

氧化碳排放的持续增长使全球海洋酸化度上

升了 26%。

基尔大学亥姆霍兹海洋研究中心等揭示

了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阿古拉斯海流核心区域

的升温和冷却循环的自然变化情况；重建了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太阳活动和气候之间关

系的模型。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发现安哥

拉陆壳减薄量及对应的张裂大陆边缘两侧形

状不对称的原因。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发

现极端天气与在某些共振条件下大气中形成

的大强度慢行波有关。

亓科伟（本报驻俄罗斯记者）俄罗斯最新

“核子”宇宙射线研究装置即将完成最后的试

验阶段，该研究装置将帮助寻找宇宙中的反

物质与暗物质。

俄学者在《高校新闻-物理》杂志发表文

章，提出了宇宙暗能量第 12 种定义方式。论

文中补充了弗雷德曼模型第 5 维度的物理结

构，提出其密度取决于时间维度，并可像红移

一样对其测试。

在地球科学方面，俄联邦水文气象局开

始安装用于电离层分专用新雷达，预计达到

18 座的新雷达可显著提高 3D 分辨率和发射

功率。

俄罗斯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半导体表

面光谱学实验室的科学家提出了用于皮米级

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的钨探针的制备方

法，并在自行制造的扫描隧道显微镜样机上

首次获得皮米级的分辨率。

俄罗斯宣布正式加入欧洲同步加速器中

心。

冯卫东(本报驻加拿大记者)加拿大滑铁

卢大学的研究团队首次将 3 个光子直接纠缠

为技术上最实用的状态。在此之前，人们无

法在纠缠超过两个以上光子的同时保持它们

脆弱的量子态。

研究人员利用来自普朗克空间望远镜的

数据史无前例地绘制出一张银河系的磁场

图。该图呈现了与银河系表面平行的磁力

线，有助于科学家们理解银河系及其生命的

复杂历史。

多伦多大学开发成功一种精密测量技

术，基于量子力学和多探测器方法测量纠缠

态光子。此项研究为使用量子纠缠态开发下

一代超精密测量技术铺平了道路。

多伦多大学物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有效利

用量子纠缠现象的新途径，新方式将发光二

极管（LED）与超导体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纠缠

光子，从而为量子计算机和量子通信器件的

发展打开了新的窗口。

加拿大科学家在一个临近星系中发现一

个濒死的恒星残骸，它的亮度超过太阳 1000

万倍。这一发现推翻了人们对宇宙中一些极

端现象的物理学理解。

葛进(本报驻日本记者)日本研究人员通

过分析海底沉积物中有孔虫化石的年代，成

功确认了过去一万多年间北太平洋 2000米以

下的深层水循环变化。

名古屋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向植物的花

粉管投放试药这样的简单方法，成功抑制了

植物特定基因的活动。这种方法能够实现基

因控制，同时不使用转基因技术，未来有望在

解析植物基因、培育新品种等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

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山羊实验发现

哺乳动物身上存在被称为信息素的物质。该

物质由雄性释放而出，可刺激雌性生殖中枢，

被称为恋爱激素。以往人们的研究认为信息

素只存在于昆虫等低等动物身上。该研究有

望揭开哺乳类的恋爱之谜。

一项联合研究使用大型激光实验装置证

实，巨大陨石撞击地球后，大量酸性物质激散

到空中形成酸雨落下，导致海洋酸性化，从而

使大量生物灭绝。该研究为“陨石撞击”学说

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东京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宇宙射线中的

高能粒子，成功穿透地表覆盖，拍摄出地下活

火山熔岩活动的视频图像。该领先成果对于

大幅度提高火山喷发的预测精度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

研究人员通过猴子实验发现了从视网膜

向脑的视觉感知部分传输视觉信息的“第三

条”神经回路。以往人们认为灵长类动物的

视神经只有两条回路，而这次新发现的神经

回路很可能专门负责传输看到的动态信息。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阐明

板块运动的成因系由于位于地壳之下的上层

地幔的流动带动形成;研究人员通过超高压模

拟实验证实，地球内部岩浆的颜色随深度增加

而加深，其热传导远较过去预想困难;九州大学

的研究人员在分子级别阐明了动物受精卵最

初分裂开始的机理;日本学者利用工业用高脉

冲能量红外线激光作为光源拓展了光学显微

镜的观察范围，以高速观测生物体的三维图像;

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可控制白血球分

化的基因开关。实验证明，两种基因开关通过

协调配合，可以控制从前驱细胞到骨髓球等多

种白细胞的分化，并产生B淋巴细胞。

薛严(本报驻韩国记者)韩国科学技术院

和韩国标准科学研究院成功联合研发出“扫

描赛贝克显微镜”，在常温下观测到原子内电

子云。该项目希望利用该设备解释纳米热物

理现象和研发下一代热导材料。

韩国浦项工业大团队研发出可用于 3D

打印的“生物墨水”，由组织或脏器经过细胞

分离等处理制成。在需要再生的组织内注入

干细胞，通过 3D 打印，可以制造出与实际器

官组织相似的人造组织。这一技术较以往打

印制造的组织在细胞分化方面具有优势。

冯志文(本报驻以色列记者)以色列理工

学院研究人员和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小组发现

了与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重叠的快速移动的气

体 团 。 研 究 人 员 捕 捉 到 位 于 银 河 系

NGC5548 心脏地带的超大质量黑洞发生的

奇怪的、罕见的活动，探测到快速外溢的气流

阻挡了超大质量黑洞 90%的 X射线溢出。

以色列科学家参与进欧洲空间局“罗塞

塔”号彗星探测任务，以探测外星物质的化学

信息。

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发现中东地中海植物

适应干旱、半干旱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反应

并不明显。短中期看，地中海和半干旱植物

群落将很少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不排除

20到 30年后植物种群构成的变化。

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通过研究伽玛射线

爆发对宇宙生命的影响，提出了地球上的生

命和银河系可能存在的智能生命一样古老的

命题，间接回答了银河系是否还存在外星生

命的问题;本古里安大学和以色列核研究中心

联合建立国家电子和电光学研究中心;海法大

学的研究人员发表“无中生有”研究报告，论

述宇宙的演化发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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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宇宙研究成果丰硕，理论物理、

生命科学等成果不断涌现，新的方

法和技术同信息技术融合给科研带

来巨大推动。

英

国

银河系研究及“光变物质”方法

研究成果有望加速科学家宇宙探索

步伐，纳米晶体测量新技术及超导电

性起源研究成果拥有巨大应用潜力。

俄
罗
斯

2014 年，俄罗斯对于基础研究

的投入继续加大。出现了一批有深

度的科研成果。

加
拿
大

首次实现 3 光子直接纠缠，绘

制出首张银河系磁场图，开发可测

量光子纠缠的实验装置等。

韩

国

2014 年，韩国研究机构在原子

研究等领域取得突破，实现了生物

组织 3D打印和组织再生的突破。

德

国

成功测量到迄今为止最精确的

电子质量，首次直接观察到哈斯勒

化合物的自旋极化，并在海洋、极地

和气候变化等方面取得成果。

日

本

在海洋科学、医药、生物工程、

地球物理、应用物理等涉及国计民

生的领域取得了全方位的进展。

法

国

在地球物理、理论物理、应用物

理等许多领域取得了成果，一些成

果具有前瞻性和奠基性。

20142014 年世界年世界科技发展回顾科技发展回顾
科技日报国际部科技日报国际部

以
色
列

参与欧洲空间局“罗塞塔”号

彗星探测任务，研究超大质量黑洞

变化，研究地中海生态变化，建设

国家电子和电光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