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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8日电 （记者常丽君）目前流

行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早期扩张呈指数形式，称

为“膨胀”，整个时空从一个极热而致密的点向外膨

胀，成为一个均匀的、仍在不停扩张的大宇宙。但美

国能源部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等机构一些科学家

认为，宇宙早期可能还有一个较为短暂的二次膨胀时

期，这种假设或许能解释宇宙中现有暗物质数量过多

的问题。

暗物质不以任何明显方式与普通物质相互作用，

科学家通过万有引力效应估计，暗物质占宇宙全部质

量的 1/4，而普通物质只占 5%。暗物质才是宇宙的主

要内容。一些理论能简洁地解释暗物质，但却不被广

泛接受，因为它们预测的暗物质数量比有实验支持的

更多。为了让理论符合实验，研究人员给广泛接受的

时空起源事件增加了“二次膨胀”这一步。

按标准宇宙学说，宇宙膨胀始于时间开始后的

10-35秒，这种空间的整体暴涨只持续不到 1 秒，随后是

一个持续至今的冷却期。在几秒到几分钟大致冷却得

差不多时，较轻元素开始形成。论文作者之一、布鲁克

海文实验室高能理论小组负责人霍曼·戴伍迪亚索说，

在这些重要事件之间，可能还有一次膨胀，它不像第一

次爆炸那么剧烈，却可以“稀释”暗物质，使宇宙中的暗

物质密度最终成为今天这样。

研究人员在线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的论文

称，开始时，在一个较小空间里温度飙升超过 10亿摄氏

度，暗物质粒子彼此接触而湮灭，把能量传给标准物质

粒子（如电子、夸克）。随着宇宙继续膨胀变冷，暗物质

粒子碰撞大大减少，湮灭速度跟不上膨胀速度。在这

个点上，大量暗物质开始出炉。暗物质间的相互作用

很弱，自我湮灭在早期温度下降后就变得效率低下，使

其数量固定下来。暗物质间相互作用越弱，最后留下

的暗物质数量就越多。

戴伍迪亚索说，这种理论提出了一种简单模型，能

平衡早期宇宙膨胀的短缺，解释宇宙中现有暗物质的

数量过多问题。当然这不同于标准宇宙学，但宇宙可

能不受我们认为的标准控制。

宇宙早期或有短暂的“二次膨胀”
新提法有助解释暗物质过多问题

近年来，中国和沙

特阿拉伯经贸合作取

得 全 面 和 深 入 发 展 。

沙特连续多年是中国

在西亚地区最大的贸

易伙伴和中国在全球

的最主要原油供应国

之一，中国也是沙特重

要的原油出口市场和

第二大贸易伙伴。

目前，在沙特的中

资企业多达 160 家，其

业务覆盖铁路、房建、港

口、电站、通讯等多个领

域。在经贸领域，中国

与沙特两国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可以通

过“一带一路”和“产能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图为中石化中原油

田员工与沙特阿美石油

公司员工在沙特东部一

油田钻井平台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波摄

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激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LIGOLIGO））

新提法认为，宇宙早期可能还发生过一次较短的二
次膨胀，这种假设能解释现在宇宙中存在的暗物质数量
过多问题。

近日，一条重大“绯闻”在科学圈闹得沸沸扬扬。

“绯闻”的男主角是来自美国的“高富帅”——激

光干涉引力波观测站（LIGO）。女主角则是众多科学

家朝思暮想、号称“时空涟漪”的引力波。据传，LIGO

把引力波追到手了。

然而，LIGO 目前一言不发，对“绯闻”既不肯定也

不否定。引力波平时来无影去无踪，更难向她求证。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八卦一下：LIGO 真的有可能把引

力波追到手吗？

万人迷女主角低调神秘

在科学圈里，引力波的高冷是公认的，追上她确

非易事。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第六大预

言，也是唯一没有被直接证实的预言。”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研究员张承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与声波、电磁波一样都属于“波”，但是引力波是

引力场的时空扰动所产生的波动。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两个星体之间由于万有引力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一

个引力场，如果发生黑洞碰撞或者星体的超新星爆

发，引力场就会发生剧烈扰动，并把这一信号传播出

去，这就产生了引力波辐射过程。

引力波极其低调，踪迹难寻。张承民举例说，电

子和质子之间相互作用，它们之间产生的引力只有电

磁力的十亿分之一，因此引力波与电磁波相比能量极

其微弱，不容易被发现。

但这并不妨碍引力波“万人迷”的地位。目前，除

了美国的 LIGO，欧洲也有引力波的“爱慕者”：一个是

位于德国汉诺威的 GEO600 引力波观测站；另一个是

位于意大利比萨的处女座（Virgo）引力波探测器。

由于追寻者众多，关于引力波的“绯闻”也不是第

一 次 出 现 。 2014 年 3 月 ，位 于 南 极 的 另 一 位“ 帅

哥”——BICEP2 望远镜就声称“追”上了引力波，在科

学圈引起轰动。不过，后来有科学家质疑，他“追”到

手的可能只是银河系的尘埃。

实力派男主角用心良苦

这次“绯闻”发生在 LIGO身上，也挺正常。

据LIGO官网介绍，2002年他就开始向引力波展开

攻势。LIGO在美国拥有两套激光干涉仪设备，一套位

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利文斯顿；另一套位于华盛顿州的

汉福，专门“蹲点”等候引力波的到来。这些“L”型的激

光干涉仪具有长达4公里的“手臂”，如果引力波来到地

球，激光干涉仪的“手臂”就会发生轻微摆动。

但是多年过去，LIGO 一直没有找到引力波。于

是在 2010 年到 2014 年期间，LIGO 总结经验教训并升

级了激光干涉仪设备，使其灵敏度提升了 10倍——可

以探测到激光干涉仪“手臂”相当于质子尺度万分之

一的摆动。“这相当于观测邻近星球上比头发丝还细

的东西。”LIGO的官网写道。

升级后的 LIGO 在 2015年 9月重新开始追寻引力

波的踪迹。这次真的有可能追到引力波吗？

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朱宗宏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原则上升级以后的 LIGO 在最佳状态下，来源于

6亿光年以内的致密双星系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都是

可能被探测到的。

“根据 LIGO 升级以后的灵敏度，结合天文学对致

密天体并合事件发生率的预测，比较保守的估计是，

LIGO 运转相当一段时间是可以看到引力波的。”朱宗

宏说，“也许这次运转以后非常幸运，启动时间不长就

看到一次，这是很有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LIGO

探测到引力波也没什么奇怪的。”

穿越时空的恋爱不一般

话说回来，就算 LIGO 没有“追”到引力波，他的功

夫也不会白费。

“LIGO 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目前所拥有的高精尖

技术的集成。”张承民说，“探测引力波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科学计划，而是美国的一项战略计划，科学发

现只是其目标之一。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推动美国整

个科技体系的发展，建立美国未来领导世界的科技基

础。”

最后，不管是谁最终把女主角追到手，这场穿越

时空的恋爱都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用张承民的

话说，如果真的发现了引力波，应该说是一个世纪以

来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它意味着我们发现了和电磁波完全不一样的一

种辐射。我们可以通过引力波来观测天体、认识宇宙

了。”朱宗宏表示。

“相当于 100 多年前人类发现电磁波。”张承民解

释，电磁波的发现使人类进入了通讯的新纪元，但电

磁波的传播也有缺陷，因为它在地球上或宇宙空间内

的传播会受到带电粒子的干扰。而引力波并不受带

电粒子的影响，所以它可以穿越星系，向更遥远的宇

宙发送信息，为人类带来真正的星际通讯。

张承民最后补充说：“引力波的发现可以使人类

找到全新的与宇宙的过去与未来进行沟通的通道。”

（科技日报北京1月18日电）

一 场 穿 越 时 空 的 恋 爱
—— LIGO 真 能 把 引 力 波“ 追 ”到 手 吗 ？

本报记者 刘园园

新华社惠灵顿1月18日电 （记者

宿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近

日发布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医用扫

描技术和软件建模，还原恐鸟的生活习

性特别是饮食习惯，找到探索新西兰生

态系统的新角度。

恐鸟是曾经生活在新西兰的巨型

无翼鸟，现已灭绝。目前已知的恐鸟种

类有 9 种，重量从 30 公斤到 250 公斤不

等，其中最大的个体高度可达 3.6 米。

不同种类恐鸟化石在新西兰南北两岛

多数地方都有发现。研究人员猜想，同

时存在的恐鸟在个头和体重上的巨大

差异，可能与恐鸟的觅食行为和饮食习

惯有密切关系。

为验证这一猜想，来自新西兰坎特

伯雷博物馆、奥克兰大学及澳大利亚几

所研究机构的学者使用医用扫描技术

分析现存恐鸟头骨化石，建立 3D 数字

模型，并通过复杂的数码还原技术，重

建不同种类恐鸟的数字化肌肉模型。

2011 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发生

地震后，工程师曾使用一种软件测试震

后房屋的结构和安全性。现在，研究人

员又借鉴这种软件分析不同种类恐鸟

喙部的结构和力量。研究人员借助 3D

模型，模拟不同的咬合和进食行为，包

括恐鸟如何咬住并拉扯树枝、旋转头部

扯下树叶等动作。

研究发现，恐鸟头部结构差异很可能是进食习惯

和方式不同造成的。生活在林地的恐鸟喙部相对较

短、边缘锋利，比其他恐鸟更适合咬断枝杈，它们的主

要食物是树木和灌木中的纤维。而生活在海岸地区的

恐鸟头部骨骼强度较弱，只能以质地较软的水果或叶

子为食。

研究人员说，传统研究方法无法从功能意义上分

析骨骼化石，而新技术给这些骨头赋予“新生命”，揭示

恐鸟的生活方式。此前，由于无法了解恐鸟生存状况，

研究人员很难了解新西兰整个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

而新方法能够帮助他们研究恐鸟在新西兰的活动对当

地植被系统产生了哪些影响。

这一研究成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皇家学会生物

学分会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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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1月 17日电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 16 日证实，一名在夏威夷出生的小头症新生儿被

确认感染了寨卡病毒。这是美国首次在本土出生的新

生儿中发现这种病毒。

夏威夷州卫生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名新生儿

患有小头症，其母亲曾于去年 5月怀孕时在巴西旅行后

生病。美国疾控中心一家实验室随后证实该婴儿感染

了寨卡病毒。

寨卡病毒经蚊子叮咬传播，引起寨卡热，症状与登

革热相似，包括发热、红疹、头痛、关节痛、肌肉痛以及

非化脓性结膜炎等。这种病毒源于非洲，2014 年首次

在巴西被发现，目前尚无疫苗和有效治疗手段。

2014 年 以 来 ，美 国 共 确 认 6 例 寨 卡 病 毒 感 染 病

例，但这 6 人都不是在美国本土染病。美国疾控中心

一位发言人表示，目前尚无迹象表明寨卡病毒正在

夏 威 夷 传 播 ，这 名 婴 儿 及 其 母 亲 也 不 具 有 传 染 性 。

不过，随着寨卡病毒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传播，美

国可能出现更多输入性病例，美国本土出现寨卡病

毒的传播也不足为奇。

美国疾控中心曾于 15 日发布旅行警告说，鉴于孕

妇感染寨卡病毒可能导致新生儿小头症等问题，建议

孕妇与计划怀孕的女性暂时避免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一些寨卡病毒正在流行的地方旅行。

巴西的统计数字显示，2015 年 10 月以来，巴西已

报告超过 3500 例新生儿小头症病例，其中一些新生儿

小头畸形问题严重并因此死亡。这一现象被认为与

孕妇感染寨卡病毒有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需更多

研究。

根据美国的旅行警告，寨卡病毒目前在巴西、哥伦

比亚、萨尔瓦多、法属圭亚那、法属马提尼克、危地马

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苏里南、

委内瑞拉、波多黎各 14个国家和地区流行。

美确认首例新生儿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与沙特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科技日报多伦多1月 17日电 （记者冯卫东）如

果将金纳米粒子看作医用纳米材料的中间体，DNA

（脱氧核糖核酸）就是一个重要工具，可以生成有效

纳米材料设计所依赖的模式。加拿大研究人员开发

的一种将金纳米粒子和 DNA 结合在一起的新方法，

则可像印刷机一样简易地复制此类设计。

DNA 链经编程后可吸引其他的链，以自组装成

各种有用模式。每个 DNA 链均须附着于金纳米粒

子以完成装配。但这一过程的复制既耗时又昂贵，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麦吉尔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

种无需等待 DNA结构在纳米粒子上形成的新方法。

在新设计中，每条 DNA 链的末端都有一种可用

作“粘性补丁”的化学物质。当 DNA 链与金纳米粒

子接触时，可使 DNA 链附着于金纳米粒子。之后，

将该组件放入蒸馏水，DNA 结构在与纳米粒子分离

的同时，可在其上留下 DNA印记。

与原子结合成复杂分子的方式类似，这种模式

化的 DNA 编码金纳米粒子也可与邻近粒子结合，形

成既定的纳米组件。新构建模块预计可在光电子和

生物医药领域得到应用。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化学》杂

志上。

“印刷机”法赋予金纳米粒子新特性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8日电 （记者张梦然）考古

学家日前在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石制工

具，竟可以追溯到 11 万 8 千年前。这意味着早期人

类比以前认为的更早聚居在这个岛上。这一化石研

究结果近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有助于增加我们

对于古人类多样性的了解。

一个神秘的古人类团体在至少一百万年前聚居

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五万年前，现代人类

（Homo sapiens智人）到达了莎湖（Sahul）——由澳大

利亚和新几内亚岛组成的大陆。苏拉威西岛属于分

离亚洲与莎湖的一组岛屿中最大且历史最悠久的一

个，被认为在人类从亚洲向莎湖扩散中，起到了非常

关键的作用。过去的研究已经表明，苏拉威西岛 4万

年前就已经有人居住。

此次，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格利特·范登·贝格和

他的研究团队，报告了他们在岛上于2007年到2012年

间进行的最新发掘。这些发掘发现了4个新考古现场，

在这些现场中，研究团队发现了距今11万8千年到19

万4千年前的石器。这些工具比智人到达苏拉威西岛

的时间更早。这就意味着，此岛最初的住民可能是其他

的古人类物种。不过，由于岛上缺乏更新世人类的化

石，制造这些工具的人的身份，以及最早到达苏拉威西

岛属于哪个古人类物种，对科学家来说依旧是个谜。

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岛屿可能包含

了早期人类的未被发现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将有助

于填补我们对古人类多样性了解的一些空白。

印尼苏拉威西岛或有其他古人类物种

新华社东京1月 17日电 （记者蓝建中）日本广

岛大学、幌延岩石圈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一项新研

究发现，一种厌氧菌——梭状芽孢杆菌能够分解地

下深处的腐殖质。如果将这种微生物与产甲烷菌组

合在一起，就有可能合成甲烷，从而使地下的有机物

资源得到利用。

腐殖质是地上的动植物被细菌等分解后埋到地

下的有机物，是地壳内巨大的碳储存库，占地壳内碳

总量的约 10％，被认为是煤炭的“前身”。如果腐殖

质能够分解，就可能提取出可燃气体等，但此前一直

没有找到有效方法，所以几乎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广岛大学的研究小组在无氧环境下培养从地下

采集的梭状芽孢杆菌时，发现它能够分解腐殖质。

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细菌，在土壤深处和生物

的肠内等氧浓度很低的环境中生活。

此次研究显示，腐殖质在缺氧的地下也可以被细

菌分解，而分解的产物可以被产甲烷菌作为食物。由

于产甲烷菌无需氧气就能合成甲烷，这一发现将为在

地下分解丰富的腐殖质来制造甲烷开辟道路。

研究小组今后准备将梭状芽孢杆菌和产甲烷菌

一起培养，以确认是否能制造甲烷。相关论文刊登

在《科学报告》杂志网络版上。

一种细菌可帮助地下腐殖质变为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