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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3月2日电 （记者刘霞）美

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对“开创性

高能核反应交互实验（PHENIX）”的最新数据

进行了分析，结果并未发现“暗光子”的踪迹。

他们表示，最新研究并非表明暗光子不存在，

只是意味着暗光子不太可能是导致“μ介子的

G-2反常磁矩”出现的“罪魁祸首”。

“暗光子”的“行为举止”与普通光子类似，

会同任何携带负电荷的物体相互作用，不过比

普通光子更重。科学家们表示，暗光子是解开

暗物质如何让星系紧密簇拥在一起以及暗物

质与普通物质之间如何作用等谜题的关键“钥

匙”。最新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造成“μ介

子的 G-2反常磁矩”的“幕后黑手”。

在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中，宇宙由很多亚

原子粒子组成。数十年来，几乎所有相关实验

都证实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2012年“上帝粒

子”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更进一步奠定了标

准模型的“神圣地位”。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

实验结论与标准模型不匹配。

其中一个就是“μ介子的 G-2反常磁矩”。

μ介子这种细小的磁粒子带一个单位负电，可以

看成是超重版的电子。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

物理学家在精确测量μ介子旋磁比时发现，G的

数值并不是精确等于2，而是有大约1%的误差。

因此，G 与理论值的差距：G-2被称为“反常磁

矩”，这意味着存在未发现的“虚拟粒子”与μ介

子的相互作用，改变了μ介子的磁矩。

科学家们认为，一个潜在的“肇事者”就是

暗光子，暗光子要想解释这种反常磁矩，必须

拥有确定的质量。为了搜寻暗光子，PHENIX

实验将重离子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粉碎，接着对

生成的粒子进行了研究。

其中一种粒子介子一般会衰变成两个光

子，但其偶尔也会衰变成一个光子和一个暗

光子，暗光子接着衰变成一个电子和其反物

质——正电子。如果那样的话，科学家们就

能在对应假想中的暗光子质量的区域，看到

电子——正电子对数量的增加，但最新实验获

得的数据没有发现这样的增加。

PHENIX研究员山口玲子说：“我们没有看

到任何有意义的暗光子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

暗光子不存在，只是意味着暗光子不太可能是

导致μ介子的 G-2反常磁矩的原因，反常磁矩

可能由拥有大量正电子的宇宙射线造成。”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粒子物理学家

鲁文·埃西格并没有参与最新研究，他表示，如

果暗光子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可能会制造出

与暗物质相互作用的磁场，从而泄露暗物质的

“蛛丝马迹”。

新实验未发现“暗光子”的“芳踪”
暗光子或与μ介子的 G-2 反常磁矩无关

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存

储器、百货用品……“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

商贸洪流。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16 条中国－欧洲货运班列去年运送货值

累计 48.62亿美元。

数千年前，驼队响铃之中，商船风帆之

下，陆海双线丝绸之路连接起东西方经贸人

文交流；数千年后，中国倡议并推动建设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正紧锣密鼓地把中国发展优势与全球合作愿

景结合起来。

在中国“两会”召开之际，各方期待“一带

一路”倡议加速开花结果，有效推动地区经贸

合作势头，优化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格局，为正

在爬坡过坎的世界经济提供新思路，注入新

动力。

中国红利 惠及世界

“一带一路”战略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

新的桥梁，不仅将为中国发展开拓更大的空

间，也让中国红利更好地造福世界。这是国

际舆论不断形成的一项重要共识。

正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

出，建设“一带一路”，对内有助于中国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对外使中国得以全面发掘与新

兴市场国家间潜在的互惠互利机会，激发这

些国家潜在的经济发展动力。

进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对外合作格局正

发生巨变。中国在基建、电信和装备制造等

领域积累了雄厚资本和技术实力，不仅创造

了利用海外资源市场实现长期发展的历史条

件，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释放这种经济发展正

能量，也必将创造一种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

合作新模式。

澳大利亚创新金融学院院长郭生祥认

为，作为落实“一带一路”金融工具的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将在投资过程

中持开放包容态度。

显然，“一带一路”建设对世界经济的贡

献将不局限于资金和技术，还包括改革创新

的发展理念和开放包容的运营思路，以及由

此衍生的新型贸易和投融资安排。它契合中

国市场化改革方向，也利于容纳地区合作新

动向，搭建起不同经济体之间、企业之间、公

私领域之间的立体合作框架，优化中外经贸

合作的结构和韧性，加速各种优势资源跨境、

跨界融通。

开放兼容 共赢共进

当前，在世界经济不均衡复苏和各国结

构性问题等复杂因素作用下，世界经济整体

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分化加剧，各

国调结构、稳增长、保就业的任务依然繁重。

这种局面下，主要经济体提出了众多版本的

全球合作战略，希求通过创新合作模式，改革

多边、双边合作机制，谋求新的增长动力。

围绕这个话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具有相当大的兼容性，与他国发展战略并

行不悖，进而把相关国家融入共同发展的轨

道，从而真正实现构建利益共同体。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日益转向内生增

长轨道，消费崛起、资本输出、产业转移趋势

不可逆转。同时，不少国家面临经济转型挑

战，中外双方在贸易、投资、基建、金融、科技

等众多领域均存在战略契合点。

中国是油气消费大国，而俄罗斯、中亚国

家是油气生产大国；中国长于基础设施建设，

众多中亚、东南亚、非洲国家则亟待以基建促

发展；中国正努力提高对外投资规模和效益，

不少中欧国家却苦于缺乏项目资金；中国正

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模式，一些发展

中伙伴恰渴望承接产业转移和技术输入……

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全球发

展大势和各国发展意愿，有利于各国抱团共

进。《文莱时报》集团副总编辑丘启枫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中国与地区合作伙伴共

同繁荣、实现共赢的大趋势。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所

说，中国利用了全球化而不是为全球化所利

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战略主动

性得到了升级、强化，与外界合作共赢交集大

大拓展。

东方智慧 超越时空

相关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一旦落

实，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

展前景十分广阔。它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

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总人

口约 44亿 ，经济总量约 21万亿美元，分别约

占全球 63％和 29％。

“一带一路”战略以其涉及范围之大、视

野之广，必然让国际舆论备加瞩目。美国《赫

芬顿邮报》网站刊文指出，“一带一路”不仅将

是 2015 年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还将成为

中国今后十年的深刻标志并使欧亚大陆发生

深刻改变。“一带一路”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

标志，并构成欧亚国家的一个历史性机遇”，

有望把超过 60％的世界人口引向前所未有的

凝聚和繁荣。

“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引起沿线国家强烈

共鸣，是因为它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成功地

将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经贸、梦想与路径相粘

合，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凝聚力量。从这个意

义上说，“一带一路”是中国世界观、合作观、发

展观的集中体现，是东方智慧的具象化载体。

从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到构建亚太“互

联互通”格局，从筹建亚投行到出资成立丝路

基金，从推动高铁外交到人民币走出去……

谋战略全局，应共赢之需的一个个大手笔，让

中国经济外交、周边外交不断呈现新气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说，中国通过亲

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

中国的海陆伙伴体系，展现了中国带动全球

格局和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信心。

应当看到，中国的开放格局、市场体量、

资源禀赋、发展趋势已赋予其崭新经济角

色。作为重要生产者、新兴消费者、资本输出

者、技术革新者，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日益成为新模式探路者、利益整合者和公共

产品提供者。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

慧。承载中国智慧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

充分激发中国能量，增益全球政经格局，为世

界经济增长贡献长久动力。

上图：2月 25日，装载集装箱的首班中亚
班列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基地出发。

新华社发（王健民摄）

“一带一路”助世界经济爬坡过坎
新华社记者 傅云威 刘 颖 何 瑛

科技日报柏林3月2日电 （记者顾钢）德

国联邦制剂及医药产品监督机构最近再次发

出警告，所谓治癌神液“矿物质溶液/补充剂”

含有对人体非常有害的化学物质，建议患者不

要使用。

这种矿物质溶液/补充剂（缩写 MMS）最

初由美国冶金工程师吉姆·汉伯发明，是一种

亚氯酸钠水溶液（MMS1）和次氯酸钙(MMS2)

粉末。服用后可以在体内产生二氧化氯和次

氯酸，杀灭体内各种致病菌。在非洲和南美，

许多人服用这种溶液来缓解或治疗多种疾病，

如艾滋病、癌症等。MMS 问世以来，在世界

各地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把它当作神药，一

些商家在网上也开始大量销售。

然而国外官方机构并没有承认这种溶

液作为治疗药物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美国食

品药品管理局 FDA 在 2010 年就发出禁用警

告，许多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

大等国药监部门也都曾发出警告。最近，德

国联邦制剂及医药产品监督机构再次发出

警告，要求患者不要使用矿物质溶液/补充

剂，称已有国内外许多患者反映，服用了这

种药物后出现严重呕吐、肝脏损害、呼吸困

难、疼痛等症状。联邦制剂及医药产品监督

机构还要求药店和商家加强对食品添加剂

和补充剂的管理。

目前对于这种神奇液体医学界还存在争

议，一些专家认为，服用矿物质溶液/补充剂虽

然会产生毒副作用，但如真能挽救生命或延长

生命，还是值得一试，就像化疗和放射疗法一

样，都会产生副作用。但权威医学机构和大部

分专家并不认可这一说法。

德药监机构警告不要服用所谓治癌神液
新华社华盛顿3月 1日电 （记者林小春）

在前一次太空行走头盔积水的阴影下，两名美

国宇航员 1日成功实施 8天来的第三次太空行

走，而且比预定计划提前约 1 小时结束任务。

虽然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返回空间站后再次报

告头盔内有少量积水，但美国航天局强调这对

宇航员安全不构成威胁。

当天的太空行走从美国东部时间 6 时 52

分（北京时间 3月 1日 19时 52分）开始，原计划

持续 6小时 45分钟，但弗茨和威尔莫尔这两名

美宇航员只用了 5 小时 38 分就完成所有预定

任务，包括在空间站外铺设约 122 米长的电缆

并安装通信天线，这些都是为国际空间站 2017

年后接待美国商业载人飞船做准备。

在 2 月 21 日和 25 日进行的前两次太空行

走中，弗茨和威尔莫尔已铺设了约 110 米长的

电缆，为国际空间站外一个巨型机械臂前端的

零件添加了润滑油，并做了一些其他准备工

作。但弗茨在 25 日完成太空行走返回空间站

的密封舱后，注意到其头盔中有少量水滴流

淌，这让人联想起 2013年的一次头盔严重漏水

事件。当时一名太空行走的意大利宇航员的

头盔中，积水一度漫过他的鼻子。

经过两天的分析，美国航天局认为上述两

起事件性质不同，弗茨的宇航服只存在设计上

的小问题，一旦这件宇航服从太空真空环境进

入空间站内加压环境，其升华器冷凝部件内的

少量残留水就会发生冷凝，然后有一小部分冷

凝水会被压入头盔内，但对宇航员并无危险。

意大利宇航员遇到的危险则源自宇航服子系

统故障。

在 1 日的太空行走中，两名宇航员均报告

宇航服工作正常，但弗茨在返回密封舱后再次

发现头盔内有少量积水，与 25 日的情形一样。

美国航天局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说：“老问题，无

须担心。”

1965年，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和美国宇航

员怀特各自完成一次太空行走，虽然均不到半

个小时，但他们开启了人类漫步太空的新篇

章。弗茨在当天的太空行走结束时专门对此

发表感言说，50 年过去了，人类从那个时代迈

出第一步到现在可以在舱外工作几个小时非

常不易，“希望未来 50年会更加令人激动，希望

我们会走得更远”。

美宇航员太空头盔再现积水

科技日报多伦多 3月 1日电 （记者冯卫
东）加拿大政府负责科技事务的国务部长艾

德·霍德近日在加拿大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

宣布，从 2015 年 5 月 1 日起，将实施一项新的

“三机构出版物统一开放获取”政策。

该项新政将要求加拿大三大联邦科研资

助机构——加拿大健康研究院、加拿大自然科

学和工程研究理事会及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

文研究理事会，将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联邦

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于一年内在网上公布，以

供公众免费获取。该政策将适用于从 2015 年

5月 1日起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

霍德表示，此一政策的出台是为落实加拿

大科技创新新战略的承诺，将使获得联邦资助

的研究成果更为公开和更易获取，从而为研究

人员、企业乃至普通大众提供更多机会来创造

新思想。

霍德在演讲中强调了联邦政府于去年底

推出的最新版科技创新战略的三大支柱：人

才、知识和创新。在人才支柱下，政府将继续

培育、吸引和留住全球最有才华的研究人员，

并将投资翻两番来激发年轻一代对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的热情；在知识支柱下，政府投

资 15 亿加元新创立“加拿大第一研究卓越基

金”，将高等院校的世界级研究推向世界领先

级。在创新支柱下，政府将重点支持高等院校

和企业开展合作，包括加强企业文化，改善商

业环境和增加风险投资的可获取性等，使企业

更快发展壮大。

自 2006年以来，加拿大政府在基础和应用

研究、人才开发、研究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的

创新相关活动方面投入的资金超过 110 亿加

元，对专业研究机构的研发投资在 G7 国家中

处于领先地位。

加三大科研资助机构将向公众开放研究成果

青鳉如何阻止“三角恋”
新华社东京3月2日电（记者蓝

建中）日本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

学公共图书馆遗传卷》上报告说，他们

发现雄性青鳉和人一样，在“恋爱”时

也有嫉妒心和独占欲。这是由于雄鱼

体内有一种激素，能促使自己攻击靠

近“恋人”的情敌，避免“三角恋”。

雄性阻止雌性伴侣与其他雄性

亲密接触的行为被称为“保卫配偶”，

科研人员从蜻蜓等昆虫到大猩猩等

很多动物身上都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青鳉是一种小型鱼，身长只有 2

厘米左右。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横

井佐织等人与日本基础生物学研究

所的科研人员合作研究，他们在一个

水槽内放入一条雌性青鳉和两条雄

性青鳉，发现当其中一条雄鱼企图靠

近 雌 鱼 时 ，另 一 条 雄 鱼 就 会“ 加 塞

儿”，挡在它的前面，而“加塞儿”次数

越多的雄鱼越容易留下自己的子孙。

研究人员还发现，如果雄性青鳉

出现基因变异，无法产生一种名为催

产加压素的激素，就难以拦挡住情

敌。他们还注意到，虽然没有催产加

压素的雄鱼对另一条雄鱼依然保持

着对抗意识，攻击性也没有异常，但

前者对雌鱼的“性趣”却降低了，因此

难以在“加塞儿”时全力投入。研究

人员认为，这说明雄鱼对雌性失去

“性趣”是其无法战胜对手的原因。

研究人员说，包括人类在内的哺

乳动物体内也存在类似催产加压素

的激素——后叶加压素，但其是否发

挥和催产加压素同样的作用还不清

楚。他们准备今后了解催产加压素

在青鳉体内发挥作用的神经回路，从

中寻找青鳉和哺乳动物的共同点，以

剖析与人类情感相关的嫉妒心和独

占欲等情绪的神经机制。

激素替代疗法
或增加卵巢癌风险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张建华）

英国牛津大学组织的一项医学研究发

现，女性在更年期采用激素替代疗法

可能增加患卵巢癌的风险。

有不少女性在更年期采用激素替

代疗法，即在体内缺失特定激素时，注

射含有相应激素的药剂，以缓解女性

在这一时期因体内激素不足所产生的

不适症状。但牛津大学领衔开展的研

究表明，女性在更年期使用激素替代

疗法，即使只持续数年，也有可能增加

患上两种最常见卵巢癌的风险。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近期刊登

了这项研究成果。该研究综合分析了

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过去几十项

此类研究的数据。分析显示，现在接受

激素替代疗法的女性通常会连续治疗

几年，但即使接治疗的时间不足5年，与

从未接受此种治疗的女性相比，她们患

上卵巢癌的概率也要高出40％。

研究同时表明，随着女性停止使用

激素替代疗法，她们患上卵巢癌的风险

随之降低，但曾接受激素替代疗法超过

5年的女性，在停用此疗法后的10年后，

患卵巢癌的风险仍相对高一些。

根据此项研究，激素替代疗法的

致病风险与浆液性卵巢癌和卵巢子宫

内膜样癌有关。

猴 群 也 有 独 特 的
问 候“ 文 化 ”

据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蓝建中）
不同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问候方式，

比如拥抱、贴脸、鞠躬甚至碰鼻等。日

本京都大学研究人员最新报告称，日

本猕猴的不同族群也存在着独特的问

候“文化”。研究人员认为这说明猴子

也存在社会文化差异。

京都大学研究人员数十年追踪调

查了日本南北两个岛屿上的日本猕猴

的行为方式，一群猴子生活在日本东

北部的宫城县金华山岛，另外一群则

生活在南部鹿儿岛县屋久岛上。

研究人员发现，金华山岛的猴子

问候时只会面对面拥抱，但是在屋久

岛，它们问候同类时还会从侧面和后

面去拥抱。此外，金华山岛的猴子在

拥抱后会前后大幅晃动对方身体，但

是屋久岛的猴子则是反复松紧抓住对

方身体的手。

这种拥抱常见于相互盯视后，研

究人员推测其具有问候和重归于好的

意思。这种拥抱行为只在部分猴群中

存在，研究人员认为应该是特定地域

的偶发行为，然后传播到猴群中，成了

某个猴群独特的“文化”。

相关研究论文已刊登在美国《现

代人类学》杂志网络版上。

3月1日，与会者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国际矿业大会上参观矿石样品。
第83届加拿大国际矿业大会1日在多伦多开幕。本届矿业大会为期4天，将吸引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多名代表参加。

新华社发（邹峥摄）

多伦多举办2015年加拿大国际矿业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