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义相对论问世 100 周年
的今天，人们仍然在不停地追问：
宇宙中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真
理吗？然而，目前还没有适用于所
有尺度的物理理论，也许也永远都
不会出现这样的理论。

这是地球精美冰雕，还是火星远古水侵蚀形成的地貌？事实上，

这是火星勘测轨道器拍摄的火星表面，呈现淡色调表面沉积物，一些

表面结构外形暗示着远古火星水从北至南流动。

这是地球干旱陆地，还是木星表面超强风暴？事实上，这是“地

球观测 1 号”卫星拍摄的澳大利亚中部弗罗姆盐湖。图中这个盐湖

看上去干枯，充满了白色沉淀物，该区域平均每年降水量为 149—

216毫米，多数时间这里作为一个盐场。

从太空角度观测，火星和地球表面有着相似之处，图中是火星表

面还是地球表面？事实上，这是地球表面结构，是从国际空间站观测

的阿拉伯半岛西部，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沙丘和碎石，还有熔岩原。

图中令人惊异的表面结构是一年之内一定气候作用的结果，它

出现于火星还是地球呢？事实上，这是一种火星表面现象，图像是由

火星勘测轨道器拍摄的，显示大量沙粒陷入许多火星陨坑中，这些沙

丘具有线性结构，被认为是风向作用形成的。

图中壮观景象来自其他星球，还是地球？事实上，这是从太空角

度拍摄的巴兹曼火山，位于伊朗南部偏远地区。

这张图像具有抽象艺术性，是从太空角度拍摄的，它来自于火星

还是地球呢？事实上，这是澳大利亚西北部大沙漠，呈现该区域沙丘

形式多样性，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拍摄的。

地球，外星？
难以分辨来源的太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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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结合就是现在亟待解

决的一个尺度问题。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是量子力学的关键所在，它意味着在小尺度、短

时间内我们不可能完全限制基本粒子的行为。

微观粒子的能量与动量有其固有的、永远无法消

除的不确定性。当这一事实与狭义相对论相结

合，得出的结论则是你甚至不能真正控制短时间

内某一小空间内出现的粒子数量。所谓的“虚粒

子”可以随时造访或离开真空，而时间太短，你无

法直接测量它们的出现。

这一结论的一个显著效果体现在我们测

量电子间作用力的时候。实际测得的电子电

荷——它决定了电场强度——取决于你测量的

尺度。你距离电子越近，就越深入到电子周围虚

粒子云的内部，由于电子吸引带正电的虚粒子，

每个虚粒子对都是带正电的粒子在内，带负电的

粒子在外，从而部分抵消了电子的电场。你越深

入到虚粒子云内部，这种屏蔽效应就越弱，电子

带的负电荷看起来就越多。

因 此 ，当 你 准 备 计 算 两 个 粒 子 之 间 的 相

互作用力时，你就需要考虑所有虚粒子的影

响。它们可能会在测量期间从真空区域凭空

产生，其中包括那些具有任意大的质量与能

量，并出现在任意短的时间内的粒子。当你

把所有这些都考虑进去，计算出的作用力就

达到了无穷大。

在小尺度上粒子不可能完全被“掌控”
所谓的“虚粒子”可以随时造访或离开真空，而时间太短，你无法直接测量它们的出现

不管你在何时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什么事情，

其实都限定在一个范围内。不信试试看：“我很

忙”只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时间范围，如今天或者

这周，而非本世纪或者这一纳秒；“税负沉重”也

只适用于某一特定的收入范围。诸如此类的例

子很多。

你可能会说，在科学中肯定没有这样的限

制。毕竟，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后的几个世纪里，

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理论是存

在的，即使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凭经验确认这一

点。比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是普适的，它

既适用于下落的苹果，也适用于陨落的行星，并

能解释太阳系内外的一切重要的观测发现。

随着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的出现，我

们发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只是一个更基本理论

的近似。但是这一更基本理论，即广义相对论，

它在数学上是如此优美，以至于我们似乎可以合

理地假设它就是个完美的理论，可以完整地描述

空间与时间在质量和能量作用下的行为。

而量子力学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量子力学

与相对论相结合之后，产生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

的结果：主宰着物质与能量的物理定律，其具体

性质依赖于你在哪个尺度上测量它们。这引发

了或许是 20 世纪最大规模的无声科学革命：我

们开始明白，并不存在这样一种理论，既与实际

世界紧密相关，同时又是绝对的，并且永远正

确。尽管如此，理论物理学家依然花费了大量的

精力来研究这种类型的理论。那么，到底是怎么

回事呢？追求统一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正当合理

的目标，而科学真理又是否永远依赖于尺度呢？

万有理论真的存在吗万有理论真的存在吗？？

关于物理理论中的尺度问题，还有另外一个

解读方法：对尺度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合理地将各

种理论划分到各自适用的范围，在这些范围之外

理论就失效了，而是揭示了这些理论的内在联

系，并指出了新的统一理论的方向——新的理论

包含了原有理论，并可以应用在更广的尺度上。

举个例子，过去几年人们对于希格斯粒子的

发现津津乐道，因为它是将量子电动力学与另一

种作用力（弱相互作用）统一起来的理论——即

电弱统一理论——中最后缺失的一环。电磁相

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是自然界中已知四种基本

相互作用中的两种，而且表面上看来，它们的表

现也迥然不同，但现在有了电弱统一理论以后我

们就知道，在超小的尺度与极高的能量下，这两

者可以理解为同种基本作用，即电弱相互作用的

不同表现形式。

尺度问题也推动物理学家试着将自然界的

另一种基本相互作用——强相互作用，统一到

一个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体系中。强相互作用

在构成质子与中子的夸克身上发挥作用，直到

应用在更广的尺度上
对尺度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合理地将各种理论划分到各自适用的范围，而是揭示了这些理论的

内在联系，并指出新的统一理论的方向

如果我们已经努力在统一四种已知相互作

用中的三种，科学家们自然会想进一步地努力将

第四种相互作用，即万有引力也加入进来。为了

做到这一点，科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假说：万有

引力自身只是一种等效理论，在足够小的尺度下

它会与其他相互作用相统一，但只有在一个前提

条件下才成立，即自然界中还有许多我们未观察

到的空间维度。这一理论也被称为超弦理论，让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理论物理学家们极

其兴奋，但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真的可

以描述我们所在的宇宙。

如果超弦理论的确能描述我们所在的宇宙，

那么它将拥有独特而全新的特征。超弦理论可

能最终并不会产生任何无穷大的项，因此，它可

能适用于所有的距离尺度，无论多小。基于这一

原因，它也被称为“万有理论”——虽然，事实上，

就可预见的实验测量结果而言，该理论的奇妙特

性只有在极小的尺度上才能展现，因此实际在物

理上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认识到我们对于

物理现实的理解是依赖于尺度的过程中，我们

被引向了弦理论——而在弦理论中这种尺度限

制则消失了。一直以来，理论物理学家探索越

来越小尺度的世界上一路高奏凯歌，这会不会

让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自信，以为弦理论就

是最终的答案？

当我们并不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的时候，至

少我们应该心存质疑。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

个像弦理论这样有如此宏大的推论，又没有直接

的实验或观测结果做支撑的理论能提供一个描

述大自然的成功模型。此外，我们越是深入了解

弦理论，它似乎就越复杂，先前科学家预测它普

遍适用可能是太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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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尺度越来越小
超弦理论让理论物理学家们极其兴奋，但至今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它真的可以描述我们所

在的宇宙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莉）发展生鲜电子商

务，配送是个难题。日前，河南许昌长葛鲜易控

股创业创新,采取众筹的方式发展冷链物流。这

一作法得到业界关注。

在所有的生鲜电商发展中，最受关注的莫

过于运输配送这一环节，配送成本会占去 20%甚

至更高，冷链高昂的建设成本成为生鲜电商最

头疼的问题。一个 4000平方米左右冷仓的建设

成本就在 2000万元以上。

鲜易控股搭建了冷链马甲平台。这个平台可

以实现“帮车帮库找货”“帮货找库找车”，同时还为

客户提供物流金融、保险等增值服务，从而使冷链

运输空载率和冷库空置率至少降低了 10个百分

点。鲜易控股的运输车也运用了众筹的方式，司机

按照一定比例出钱买车，利润按比例分成。

此外，鲜易控股所有车辆均配备 TMS系统、

GPS/GIS 跟踪系统、温控设施等物流信息系统。

在21个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37个区域性节点城

市，布局干线运输及城市配送网络，形成“群、链、

网”结合的服务优势。

鲜易控股搭建冷链马甲平台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近日，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在上海落下帷幕，2015

年度“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颁奖典礼也同

时举行。在今年的评奖中，与新能源汽车有关

的奖项备受瞩目，知豆凭借着 3项欧盟专利、6项

国内发明专利以及国内外销售业绩和良好的市

场反应，最终获得“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据悉，知豆是一款电动车的品牌，知豆微型

电动车于 2012年上市，该车自主研发，已出口意

大利。而新大洋·知豆的外形设计时尚，内饰设

计简洁，还配备了多功能导航和冷暖空调系

统。通过技术人员的努力，让知豆解决了困扰

新能源行业许久的“行驶里程焦虑症”和“电池

寿命焦虑症”，将环保、时尚、轻松的微行方式带

入了人们的生活。

新能源汽车知豆环保时尚

科技日报讯 （申明）日前，在天风证券与创

业家集团联合主办的“金融+，风已来”首届跨界

金融同学会上，易观国际联合创始人杨彬提出，

继“互联网+”热潮后，“金融+”成为了推动互联

网创新最重要的催化剂，“金融+”的落地，将掀

起企业创新和业务的金融化发展的浪潮。

据介绍，“金融+”包括两大核心要素，一是

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即让金融服务成

为企业发展过程的基础服务，伴随企业发展的

每一阶段，提供量身定做服务以保障企业发

展，激发企业持续的创造力；二是以客户需求

为中心的跨界服务融合，通过高效的业务整合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从而实现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促进。

“金融+”将掀企业金融化浪潮
科技日报讯（记者林莉君）标准作为科技创

新实现的途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

支撑作用。2 日，“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合并重组

五周年暨标准化改革创新座谈会”在京召开，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马林聪、中国标准化协会秘

书长高建忠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自《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合并重组以来，《中

国标准化》按照“中国标准的记录者，标准中国的

推动者”一角色定位，及时解读国家标准化大政

方针政策，跟踪报道国家标准化重要活动，积极

反映行业、地方、企业的心声，总结标准化开展实

施的经验教训，为国家标准化工作起到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中国标准化杂志社董事长赵宏春表示，“十

三五”规划即将落锤。中国标准化杂志社将以此

次座谈会为契机，凝聚各方共识，努力在标准化

改革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切实地推动中国标准化

的发展进程。

中标社助力我国标准化发展进程

1973 年物理学家才理解了这种作用力。3 位理

论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可以描述这种相互作用

的候选理论，即量子色动力学（类似于量子电

动力学），并证明强相互作用具有“渐进自由”

的性质。

在夸克彼此无限靠近的过程中，渐进自由会

使得其间的强相互作用有所减弱。这不仅能解

释著名的实验现象“尺度效应”——在高能量与

短距离下，质子中的夸克就会表现得像无相互作

用的独立粒子——它也可能用于解释自然界中

为何没有自由夸克。如果在微小距离时强相互

作用减弱，很可能在极大距离时相互作用特别强

以至于没有自由夸克能逃脱。

科学家发现距离很小时强相互作用会变弱，

而与弱相互作用统一的电磁力在距离很小时会

变强。据此，20世纪 70年代理论物理学家提出，

在足够小的尺度下，大概小于质子尺寸的 15 个

数量级，所有的 3 种相互作用（强、弱和电磁）会

统一为一个单独的作用力，即著名的大统一理论

（Grand Unified Theory）。

过去 40 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方面的直

接证据——事实上，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正

在寻找一组新的基本粒子，这些粒子对于证明三

种相互作用在适当的尺度上可以统一在一起非

常重要。科学家虽然已经发现了一些间接证据，

但还没观察到直接的确凿证据。

正如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曾推
测的，自然可能就如同一
个洋葱，被一层一层的外
壳所包裹，每剥开一层，
我们就会发觉已有的美
妙的理论被归入到一个
全 新 的 更 广 阔 的 架 构
中。所以，永远有新的物
理学理论等着我们发现，
永远不会出现一个无需
修正就适用于所有空间
与时间尺度的终极普遍
理论。

据国外媒体报道，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在

能量升级后进行了对撞实验，科学家使用了最

高能量进行对撞，目前强子对撞机已经达到能

够模拟宇宙诞生的状态。这些数据被对撞机四

个探测器收集，并记录这一奇迹的诞生。在最

新的一次对撞实验中，科学家使用 1045 万亿电

子伏特的能量作用于铅离子，这是以往能量的

两倍，实验等效温度达到数万亿度。达到宇宙

大爆炸时期的模拟温度，重现 137亿年前的宇宙

诞生。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科学家认为这是对撞机

能量升级后的一次突破，在今年的对撞实验中，

我们进入了探索宇宙早期物质的阶段。当宇宙

大爆炸发生后，宇宙中的温度极高、密度极大，

此时的宇宙就像沉浸在一种粒子汤中。这时宇

宙粒子主要由夸克和胶子组成，之后逐渐形成

了质子和中子。研究宇宙早期状态有助于我们

解决宇宙演化的基本问题，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总干事 Rolf Heur指出，我们渴望最高能量对撞

产生的极端环境，模拟宇宙大爆炸诞生。

宇宙大爆炸之后的 1 秒钟内，粒子环境变

化非常快，夸克—胶子等离子体的存在时间

仅为百万分之一秒，正是这一瞬间的变化，为

宇宙质子和中子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科学家

下一步会继续增强铅离子的对撞能量，观察

宇宙大爆炸后会出现何种变化，这些变化对

生命的诞生有何积极的意义。这无疑是一个

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有能力对早期宇宙进

行研究。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模拟宇宙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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