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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6日电 （记者刘园园）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新的计算机模拟实验显示，暗

物质粒子在黑洞的极端重力条件下相互撞击可以产生

强烈的、可能会被观测到的伽马射线——这有可能成

为天文学家理解黑洞和暗物质的新工具。

暗物质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但却是宇宙最主要

的组成部分。“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暗物质，我们知

道它可以通过重力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发生反应，这意

味着它一定会在超大质量的黑洞附近聚集。”NASA 戈

达德宇宙飞行中心天体物理学家杰里米·施利特曼说，

黑洞不仅可以吸引暗物质粒子，而且它的重力对暗物

质粒子撞击的次数和产生的能量都有扩大效应。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施利特曼运用计算机模

拟系统追踪了上千万暗物质粒子在黑洞附近的运行轨

迹。他发现，暗物质粒子互相碰撞后“同归于尽”，并转

化为能量最强烈的光线——伽马射线。同时，一些伽

马射线在“逃离”黑洞时携带的能量远远超过了之前理

论预测的极限值。

在过去几年中，科学家已经把目光转向黑洞来

研究暗物质，他们认为暗物质粒子可能会在那里聚

集并互相碰撞，而且碰撞的次数和产生的能量都极

大提高。这一想法源于 1969 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罗

杰·潘洛斯提出的“潘洛斯过程”：粒子可以从旋转的

黑洞中吸取能量，黑洞旋转得越快，从其中吸取的能

量就越多。

之前的研究发现，暗物质粒子在黑洞中发生撞击

时最多会产生比原始值高 30%的能量，而只有极小部分

高能伽马射线能逃脱黑洞。这意味着科学家无法在一

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中发现“潘洛斯过程”的明显证据。

施利特曼的计算机模拟实验让科学家看到了新的

希望。通过跟踪聚集在黑洞附近的粒子，模拟实验发

现，暗物质粒子在黑洞中互相撞击可以产生更高能的

伽马射线——最多可高于原始值 14 倍。而且，这些射

线逃离黑洞的可能性更高，被望远镜观测到的可能性

也更大。

施利特曼希望这一研究能够为观测到暗物质粒子

在黑洞中的撞击信号提供帮助。“模拟实验表明，未来

我们有可能观测到这一有趣的天文物理信号，下一步

就是根据伽马射线观测结果对黑洞模型和粒子物理学

理论进行调整。”

黑洞或成寻找暗物质的“实验室”
暗物质粒子在黑洞中互相撞击可产生更高能的伽马射线

位于首尔西南方向 25公里处的仁川松岛，由于吸

纳了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联合国持续发展亚

太地区中心、联合国亚太信息通讯技术发展培训中

心、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其

整体工作和生活氛围越来越国际化。而随着松岛国

际大学城的建成和不断完善，松岛国际城市开发又进

入了一个新阶段。

松岛国际大学城共同校区事业总建设费用为

5040亿韩元、历时 3年多完工，是松岛国际城市开发的

核心基础设施。目前，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纽约州

立大学、犹他大学以及比利时的根特大学已经进驻该

校区。为了了解在松岛的外国学校到底有什么样的

吸引力，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乔治梅森大学韩国分校

校长乔伊·休斯。

依托优势 培养人才

休斯说，乔治梅森大学原为弗吉尼亚州州立大学

的附属学院，1972年正式独立成为乔治梅森大学。自

创立至今，乔治梅森大学始终采取公立大学标准进行

经营，同时在经济、管理以及国际事务等领域进行重

点投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

南和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史密斯都曾

经在乔治梅森大学任教。而《大停滞》一书的作者、

“当今美国最炙手可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泰勒·考恩

则正在乔治梅森大学执教。乔治梅森大学在经济学

科方面的实力可见一斑。

自 2013 年 8 月正式获得韩国教育当局批准后，乔

治梅森大学韩国校区先后开设了经营管理学、经济学

和国际事务学三个学科。这三个学科的设立也是充分

考虑了本校的学科优势所在，以及亚洲就业市场需求。

放眼国际 重视交流

在谈到对毕业生的期待时，休斯表示，乔治梅森

大学培养人才的理念是创新、多样、创业和开放，这样

的精神被称为“梅森 IDEA”。乔治梅森大学韩国分校

在教学中将本着这样的基本理念，着重引导学生以自

身的创新思维、纪律性和全球视角来获得工作和进入

研究院的机会。四年的本科学习过程中，学生在仁川

松岛校区学习两年，在美国主校区费尔法克斯学习一

年，然后回到韩国校区学习一年。由于松岛距离首尔

很近，同时本地也有相当多的国际机构，学生可以获

得很多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实习机会。同时，乔治梅森

大学本校紧邻华盛顿特区，可以利用地理优势，直接

接触白宫、美国国会提供的实习机会。这样的条件给

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建立自己职业关系和网络的平

台。学习方面，仁川松岛校区的教授团队全部是从美

国本校以交换教授形式来工作的正式教授；社会活动

方面，仁川松岛校区的学生与美国学生享有同样的参

加国际交流、联谊、参观和实习的机会；学历认证方

面，仁川松岛校区的学生本科毕业后，获得的毕业证

与美国本校毕业证完全相同。

休斯说，从某种角度来说，仁川松岛校区的毕业

生由于直接接触东亚地区这样一个世界上经济最活

跃的地区，获得的实习机会以及人生体验相比美国本

土更丰富，毕业生的竞争优势可能会更突出。目前，

美国本校的学生通过交换等形式也越来越多地来仁

川松岛校区了解东亚，认识东亚，以加深自己在经济

等学科方面的理解。

立足韩国 连接中美

休斯的丈夫是中国人，她本人根据英文名字的发

音还起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郝卓悦。由于长

期担任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理事会成员，休斯对中

国十分了解，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人更

多地了解乔治梅森大学和大学的松岛校区。

在谈到乔治梅森大学与中国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时，休斯表示，乔治梅森大学早在 2009 年即成立了孔

子学院，主要在弗吉尼亚州开展以社区为中心的汉语

言和文化教学活动。目前，孔子学院在美国不仅仅是

单纯的语言培训，同时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

带。而在乔治梅森大学韩国校区，应当今世界潮流需

要，学校也开设了中文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

由于中韩两国地理位置接近，同时学校的学费

有韩国政府的补贴政策，相比美国本校年均便宜 1 万

美元，在就学成本等方面对于中国学生有一定的吸

引力。乔治梅森韩国分校十分欢迎中国学生更多地

了解学校，也希望学校在韩国架起中美交流的一座

桥梁。

立 足 韩 国立 足 韩 国 放 眼 国 际放 眼 国 际
——访乔治梅森大学韩国分校校长乔伊·休斯

本报驻韩国记者 薛 严

乔伊乔伊··休斯休斯

科技日报北京 6 月 26 日电
（记者房琳琳）科学家利用欧空局

“罗塞塔”飞船上的高分辨率科学

相机，在彗星 67P/楚留莫夫-格雷

西缅科上探测到超过 100 个几平

方米大小的裸露水冰。

2014年 8月，“罗塞塔”飞船抵

达彗星上方 100 公里处，最终降落

到距之 10 公里左右，得以拍摄了

高分辨率的彗星表面图像。刚刚

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

志上的一项新研究，集中研究了彗

星表面这些裸露的冰体亮块。科

学家分析了去年 9 月由“罗塞塔”

OSIRIS 窄角相机拍摄的图像，确

认了 120 块表面亮度 10 倍于平均

亮度的冰块。它们多数存在于悬

崖峭壁的阴影中，较少接受到阳光

的照射。

以往的研究表明，彗星是富含

冰的，在绕日轨道上距离太阳越

近，表面会变暖，固体冰会气化后

离开彗核形成彗尾，其中包含大量

尘埃粒子。

但是有一些彗星尘埃还会在

星体表面附着，形成薄薄的灰尘

层，这样直接暴露在表面的冰会很

少。这就是为什么彗星 67P 和其

他一些彗星看起来“灰头土脸”的

原因。

尽管如此，“罗塞塔”飞船所携

带的成套监测仪器仍探测到了大

量气体，包括水汽、二氧化碳和一

氧化碳，且被认定为来自地表以

下。

实验室模拟可以让科学家更

深入考察光照下不同矿物混合的

冰块的变化过程。经过几个小时

的光照模拟，混合了不同物质的灰

尘形成了几毫米厚的灰层。在一

些区域，这个灰层会完全掩盖表面

以下冰层，但是，偶尔的大尘粒会

从表面迁移到别处，露出可见的冰块。

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 OSIRIS 首席科

学家豪格·西尔克斯介绍，团队推测了冰块形成的时

间，其中一个假设是，在六年半前，彗星 67P上一次在近

日点附近，冰块大规模喷射后进入永久的阴影区域，使

之得以在挥发点以下的温度中“幸存”。“目前，彗星正

在接近近日点，太阳辐照的增加会引起更多的冰块的

变化，结合 OSIRIS 与其他仪器提供的有价值的观察结

果，还会看到这类冰块地区的更多演化进程”。

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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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科技日报北京6月26日电（记者房琳琳）天文学家首

次发现一个诡异现象：一个海王星大的小行星似乎伪装成

了彗星，拖着长长的、像彗尾那样的气云在宇宙中飞行。

这颗奇怪的像彗星一样的行星被命名为 GJ436b，正

在围绕着一颗红矮星的轨道飞行，它的体积大约是地球的

22倍。巨型气云的发现要归功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哈勃太空天文望远镜和钱德勒X射线望远镜。

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详细报告了他们的研究

成果。瑞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台天文学家、研究报告主

要作者大卫·埃伦赖希说：“我们被这颗星球上逃逸出

来的大量气体惊呆了！”

这颗行星距离地球 33 光年，在狮子座中。虽然它

比地球大了约 20 倍，但是它距离所绕恒星的距离比水

星距离太阳的距离还要近 13倍。

GJ436b 周围的气云由氢组成，包裹行星的气云头

部，长度达 300 万公里，宽度是恒星的 5 倍；巨大气云的

尾巴长度不能确定，因为研究团队的观察能力不能全

面完整覆盖它，但是计算机模型显示，其长度可能达到

1500万公里。

埃伦赖希说，虽然此前的研究预测，行星距离其恒

星越近，温度升高后，应该能“吹”出如彗尾一样的尾

巴，但是“GJ436b是第一个被检测到的这类行星”。

首个“吹”出尾巴的行星现身“狮子座”

胡志明市第一儿童医院举办中东呼吸综合征防疫演练
这是在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儿童医院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防疫演练现场（6月25日摄）。当日，越南胡志明市第一儿童医院举行MERS防疫演练，包括及时发现

和处置疑似病患和其他省级医院转来的严重患者。 新华社/越通社

科技日报北京6月 26日电 （记者张梦然）据英

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描述，科学家新发现了

著名史前古生物怪诞虫（Hallucigenia）的化石，并提

供出关于它的头部的最新细节。怪诞虫是一种生活

在 5.08 亿年前的一种谜一般的虫型生物，头部形态

一直不为人所知。而今的新发现不但让怪诞虫“露

脸”，使其身体各部分的作用进一步被确认，同时也

给节肢动物的演化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

节肢动物是动物界中最大的类别，包括人们熟

悉的甲壳纲（如虾和蟹）、蛛形纲（如蜘蛛和蝎）、昆虫

纲（如蝶和蝇）等等，而怪诞虫就属于节肢动物祖先

所在的动物群。起初怪诞虫被发现时，古生物学家

们甚至无法分辨这种奇怪动物身体的各部分。时至

今日，怪诞虫的许多部分都已被记载。但是，长期以

来仍没有关于它头部特征的相关发现，这使怪诞虫

的外貌一直神秘不为人知。

此次研究中展示的新化石材料，是在加拿大的伯

吉斯页岩挖掘出来的。论文作者、英国剑桥大学的马

丁·史密斯和让－伯纳德重新描述了怪诞虫这个物

种。已能确认怪诞虫拥有管状的身体，身体上有好几

对腿，背上还有双排长刺。从化石来看，怪诞虫的脖

子很细，头很小，是长条形的。研究人员还发现怪诞

虫具有一对单眼（而不是复眼）以及一个嘴，其前肠有

板覆盖，也有环形齿。怪诞虫的嘴和其它动物群体，

例如线虫和动吻动物一样。研究人员的分析也显示，

怪诞虫的嘴和节肢动物的共同祖先极为相似。

分子生物学分析已经把节肢动物、线虫和其他

生物归到蜕皮动物总门中，但是在此之前，都没有形

态学证据佐证这种分类。而今这项新的发现提供了

基于化石的证据，描绘出蜕皮动物的最晚共同祖先

拥有的一些结构，从而帮助把完全不同的动物群体

“聚”在了一起。

5亿年前奇特古生物首次“露”出脸

科技日报北京6月26日电（记者华凌）与化石燃

料相比，核电排放的二氧化碳很少，但它产生的一些

废物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为了找到分离、回收和

减少核废料的办法，英国诺丁汉大学、曼彻斯特大学

和德国雷根斯堡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一跨学科联合

团队创建出模型配合物，可加深对提高铀与软供体原

子（元素周期表中其他元素）如何潜在相互作用的理

解，以提高在核废料清理过程中选择性地萃取铀的效

率。该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化学》杂志上。

英国皇家学会大学研究员、无机化学教授斯蒂

芬·利德尔说：“我们需要减少核废料的体积，使其更

容易处理，在加工过程中消除其中的良性元素或从

低放射物中分离出高放射物。这一最新研究着眼于

如何用软元素如砷，与铀相互作用，原则上砷可以改

进目前的提取工艺。”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目前的工艺中都是使用

有机分子从核废料“汤”中有选择地提取金属离子，捕

获出“不好”的东西，留下残余物。这就要求了解化学

键合，以及如何将有机萃取剂与不同金属结合。然

后，利用这些认识使它们有选择性地与一种类型的金

属绑定，将其从“汤”中移除，从而实现分离。

研究人员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机分子最擅

长自制软供体原子给金属，因此需要更好地了解软供体

与金属的键合。砷是一种柔软的供体，存在于自然界许

多矿物中。他们现在已经创建出理解键合性质的模型配

合物，也许可以用来理解未来实际系统中的操作。

新研究可提高核废料中铀萃取效率

据新华社东京6月26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在线科学杂志《科学公共图

书馆综合卷》上报告说，在儿童期多摄取西兰花嫩芽

中富含的“莱菔硫烷”，可能有助预防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重度精神病，临

床上往往表现为症状各异的综合征，可涉及认知功

能、思维、情感、行为等方面。

“莱菔硫烷”又称“萝卜硫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此前有报告显示它能用于抗癌等领域。这种物质在

西兰花中含量丰富。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桥本谦二领导的研究小组将

出生 4至 8周的实验鼠分为两群，这一阶段相当于实

验鼠的儿童期，其中一组喂食普通食物，另一组喂食

含“莱菔硫烷”的食物。

8周时间后，研究者给这些实验鼠注射能使人出

现类似精神分裂症状的麻醉药，结果喂食普通食物

的一组实验鼠出现了精神分裂症状，例如将一直生

活的地点也看做首次到达的地点，并且爬来爬去，到

处探寻，这说明它们出现认知功能障碍。而摄取含

有“莱菔硫烷”食物的实验鼠则没有出现这种行为，

显示其未患精神分裂症。

研究小组还发现，给注射麻醉药后出现精神分

裂症状的实验鼠注射“莱菔硫烷”后，其异常行为逐

渐恢复正常。

西兰花嫩芽成分或能预防精神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