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新闻热线：010—58884080
E-mail：kjrbgjb@vip.sina.com

■值班主任 王俊鸣 责编 常丽君 陈 丹 2016 年 8 月 15 日 星期一
国际新闻 GUO JI XIN WEN

■今日视点

本周焦点

新数据表明LHC未发现更重粒子
去年12月16日，世界上最大粒子加速器——大型

强子对撞机（LHC）报告，可能发现了一个完全出乎意

料的新粒子，其两大探测器紧凑渺子线圈（CMS）和超

环面仪器（ATLAS）都发现了一对超高能光子，共带有

高达 750千兆电子伏特（GeV）的能量。而迄今已知最

重的基本粒子顶夸克的能量，也不过才 173GeV而已。

但现在，人们的希望彻底化为乌有——从CMS探测器

最新收集的统计结果显示，新的数据并不支持原有发

现，即并未从新数据中发现任何能量激增/跳跃现象。

外媒精选

气候模型显示金星也曾宜居
我们知道金星的环境非常恐怖，被硫酸云雾覆

盖，地表温度可达 460 摄氏度，大气压强是地球的 90

倍。但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气候模型

推测，早期的金星在长达 20亿年里，有着较浅液态海

洋和适宜居住的表面温度。科学家认为，金星的成分

原本与地球类似，但由于与太阳靠得太近，走上了与

地球截然不同的演化轨道。

本周明星

单晶石墨烯薄膜：生产速度提高150倍
中国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科学家在单晶石

墨烯制备上取得了一项突破。通过对化学气相沉积

法（CVD）的调整和改进，他们将石墨烯薄膜生产的

速度提高了 150 倍。新研究为石墨烯的大规模应用

奠定了基础。

一周之“首”

土卫六有液体流动沟渠的首个证据
土卫六“泰坦”（Titan）是土星最大的卫星，位列

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孕育生命的星体榜单前 5 名。而

“卡西尼”号探测器日前在土卫六表面发现浸没在液

态甲烷中的陡峭峡谷。这不但是对土卫六上数百米

深的峡谷的第一次观察，更是该星球上有流动液体沟

渠存在的首个直接证据。

前沿探索

未来数十年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将明显加快
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利用卫星对海

平面变化情况进行观测，其最新结果表明，长期以来

科学家对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速度评估

并不准确，皮纳图博火山喷发掩盖了气候变暖对海平

面变化的影响，而未来 1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将明显加快。

旧石器时代人类利用工具有直接证据
加 拿 大 维 多 利 亚 大 学 科 学 家 带 领 的 国 际 考

古 团 队 首 次 发 现 了 旧 石 器 时 代 人 类 利 用 工 具 的

直 接 证 据 —— 带 有 蛋 白 质 残 留 的 25 万 年 前 的 石

制 工 具 。 这 表 明 生 活 在 中 更 新 世 的 早 期 人 类 有

着 令 人 吃 惊 的 适 应 能 力 ，当 时 人 类 已 会 使 用 复

杂的工具。

光电“联姻”或可造出新形式的光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ICL）研究人员通过将光和

单个电子“绑”在一起，或可制造出一种新形式的“耦

合”光，其拥有光和电子的属性，有助科学家们研制出

用光而非电子工作的电路，以及在可见尺度上研究量

子物理现象。

一周技术刷新

新型瞬态电池自毁速度大幅提升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实

用瞬态电池，由 8层电路板构成，阳极、阴极和电解质

都被包在两层聚乙烯醇材料中间，其自毁速度在原有

基础上大幅提升，这一突破使研发自毁型电子器件成

为可能。

新技术可明察电池充电时内部粒子运动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和斯坦

福大学等机构合作，开发出一种新的 X 射线显微

镜（STXM）技 术 ，与 过 去 所 用 的 透 射 电 子 显 微 镜

（TEM）相比，新平台具有更大的视野和更强的穿

透性，能让使用者实时观察一些化学特异性变化

情况，可细致地观察锂离子电池充放电过程中的

粒子活动情况，这或有助于开发出性能更强大的

锂离子电池。

仿生叶“吃”二氧化碳“吐”生物燃料
美国哈佛大学开发出一种人工仿生叶，据称该装

置能“吃”进二氧化碳产出生物乙醇，效率比自然光合

作用高出 10 倍。如果得以推广，将能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全球变暖和能源短缺问题。

奇观轶闻

新成像技术“看到”人脑基因开关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脑研究项目团队

开发出一种新的神经成像技术，让人们第一次看到了

人脑中基因开关的位置，为了解影响精神健康的基因

提供了有力工具，将来有望用于检测老年性痴呆、精

神分裂或其他脑病的早期迹象。

（本栏目主持人 张梦然）

一 周 国 际 要 闻
（8月8日—8月14日）

据新华社旧金山8月 13日电 （记者马丹）气候变

化不仅会引起海平面上升，也可能殃及未来夏季奥运

会的举办。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发表

文章认为，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和湿度升高将损害

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未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可能

不适宜举办夏季奥运会，到 22 世纪或许只剩寥寥几个

北半球城市有条件举办夏季奥运会。

在这篇题为《最后的奥运会？气候变化、健康与户

外工作》的文章中，美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说，他们

用两个标准的气候模型预测下个世纪的气温和湿度升

高，并根据对气温、湿度、热辐射和风力的综合分析，评

估适合主办夏季奥运会的城市数量和在全球的分布如

何因此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聚焦占全球人口 90％的北半球，只考虑

人口至少有 60万的城市。60万被认为是奥运会主办城

市人口规模的最低限度。海拔高度超过海平面以上

1600米的城市不在研究范围内。

研究人员指出，许多地方因为高温而对户外工作

加以限制，而运动员在户外运动中的健康安全也容易

因高温而受到损害。马拉松是夏季奥运会最热门的户

外项目之一。研究人员认为，这一要求最高的耐力项

目可以提供一个公平的参考标准，以此来考察气温、湿

度等条件对参与其他奥运项目的运动员是否安全。研

究人员设定，任何城市临时取消马拉松比赛的可能性

如果超过 10％，那么这个城市就不适宜举办夏季奥运

会。

研究发现，到 2085 年，西欧以外 543 个北半球城

市中，可能只有 8 个气温凉爽程度适合举办夏季奥

运 会 。 这 8 个 所 谓“ 低 风 险 ”城 市 是 俄 罗 斯 的 圣 彼

得堡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拉脱维亚的里加、吉尔

吉斯斯坦的比什凯克、蒙古国的乌兰巴托、美国的

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西欧有 25 个

城市属于“低风险”，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一个城

市合乎条件。

根据这些预测，届时，曾经申办 2020年夏季奥运会

或正在申办 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伊斯坦布尔、马德里、

罗马、布达佩斯等城市，以及已经赢得 2020年夏季奥运

会主办权的东京，都将因为太热而不适合举办夏季奥

运会。

研究人员还预测，进入 22世纪，适合举办夏季奥运

会的将仅剩 4个西欧城市，即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和都

柏林，以及苏格兰的爱丁堡和格拉斯哥。

因气温和湿度升高有损运动员健康与安全

气候变化或使夏奥会候选地所剩无几

美国吉尔班建筑公司（Gilbane Building Com-

pany）是 一 家 总 部 设 在 罗 得 岛 州 的 商 业 公 司 。 员

工 们 平 时 大 都 通 过 纸 质 图 纸 、电 脑 或 iPad 来 查 看

建筑的设计图或数字模型，工作按部就班，一切风

平浪静。

增强现实眼镜看到建筑错误

一天，公司里一个叫约翰·迈尔斯的家伙带着一

副超大号的“眼镜”去了工地，想看看这个新鲜玩意儿

能给他的工作带来怎样的改变。

带上这款更像是头盔的大眼镜、调节好松紧度

后，映入迈尔斯眼帘是熟悉的 Win10 操作界面。而

和在电脑上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菜单和窗口都“悬

浮”在周围环境的实景当中，转动头部的时候，甚至

能看到它们的侧面。迈尔斯用手将建筑模型移动到

地 面 上 ，然 后 通 过 一 个 按 钮 将 模 型 的 尺 寸 调 整 为

100%。一个巨大的建筑就如同变魔法一样，瞬间出

现在眼前。迈尔斯不但能“走进去”，还能通过多种

视角观察各种细节。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正当迈尔斯通过双手

的“点”“捏”对这座神奇的大房子进行探索的时候，突

然发现房屋的钢结构与墙体并不匹配，竟然长出了一

大截。好在还没有正式开工，迈尔斯立即与钢结构的

提供商取得了联系，对设计进行了修改。迈尔斯估

计，这个电话至少为公司省下了 5000美元。

这个帮助迈尔斯提前发现错误的大号眼镜，其实

就是微软的用增强现实技术（AR）所做的眼镜 Holo-

Lens。吉尔班建筑公司从今年 6月中旬开始对其在建

筑上的应用进行测试。

不仅能看模型还可修改设计

长期以来，建筑业都是自动化程度较小的一个行

业，很多工种必须靠人去完成，无法用机械和软件来

替代。但增强现实技术或许会改变这种状况。诸如

HoloLens这样的工具，能将全息影像投射到使用者的

物理环境中，帮助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加速工程

进度。

吉尔班建筑公司副总裁苏·克劳恩称，被迈尔

斯发现错误的这块工地，位于美国波士顿市，将是

一所学校，工程造价 7000 万美元，建筑面积达 36.5

万平米。像这样的项目，他们往往需要与 10 家甚

至更多的承包商进行沟通协调，对各种数据、图纸

进行核实，此前这一过程会花很长的时间，耗费大

量 的 人 力 物 力 。 而 有 了 增 强 现 实 眼 镜 ，在 对 所 有

数 据 进 行 汇 总 建 模 后 ，像 迈 尔 斯 这 样 的 工 程 师 就

能以真实的比例对建筑模型进行观察。在开始施

工 前 ，对 建 筑 的 结 构 、空 间 、管 道 设 计 等 进 行 检

查 。 增 强 现 实 眼 镜 所 能 实 现 的 这 些 特 性 ，对 他 们

而言非常有用。

克劳恩说，通过虚拟现实眼镜不但能够观看建筑

模型，还可以直接在三维图像上做笔记。在微软的

HoloLens增强现实眼镜上，用户能直接调用著名的 3D

绘图软件 SketchUp 对 3D 模型进行标记，无论是文字

还是语音都没有问题。最终，人们甚至能够通过自己

的双手移动这些虚拟模型中的元素，实时看到这些变

化对整体设计的影响。

好用但安全细节仍待改进

据了解，由于眼镜并没有覆盖全部视野，增强现

实图像看起来和真实的还是有一些区别，不过这一状

况应该很快就能得到改善。

为增强现实眼镜提供可视化数据的 Autodesk 公

司高级副总裁艾马尔·汉斯波尔称，最终通过增强现

实眼镜看到的虚拟建筑和其最终建成的样子将不会

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目前而言，增强现实设备并非十全十美，还

有一些安全上的细节需要使用者能够重视起来。首

先，必须弄清楚如何让增强现实眼镜和他们的安全帽

等安全设施实现兼容。另外，在穿越危险区域时一定

要把它们取下来。

HoloLens 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个庞大的护目镜，

这使带上它的时候很难再带上安全帽。此外，它的

镜片不是施工用的安全玻璃，无法满足耐热、防摔的

要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全息图像有可能转移使

用者的注意力，让人走错方向，或迈出错误的一步。

而在施工现场，有太多潜在的安全隐患，这样的错误

很可能致命。因此，目前吉尔班建筑公司的雇员大

多在停靠在建筑工地旁的一辆移动拖车内使用增强

现实眼镜。

据了解，吉尔班建筑公司只是众多参与测试的公

司中的一家。此外，建筑领域著名的 AECOM 公司和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表示，他们也正在进行着类似的

测试。

“这不只是一个玩具，和我们之前比起来，简直是

一次飞跃。”克劳恩说。

AR 技 术 ，给 你 一 双 慧 眼
—— 增 强 现 实 产 品 将 成 建 筑 业 新 工 具

本报记者 王小龙

科技日报东京8月14日电 （记者

陈超）日本东京大学近日宣布，该大学

泉拓、河野孝太郎等人的研究小组首次

发现，在超大黑洞的成长过程中，一些

高密度分子气体圆盘具有重要的气体

质量供给源的功能,可以综合证明星系

中心部位的气体质量流入和流出的平

衡，符合“高密度分子气体圆盘内形成

的大质量星体发生超新星爆发，气体中

产生强烈乱流，促进向内侧供给气体”

的理论模式。

该研究小组利用阿尔玛望远镜获

得的高解析度电波观测数据，对附近星

系中心超大黑洞周围数百光年范围的

低温、高密度分子气体圆盘进行了调

查。新的发现是接近揭开超大黑洞起

源之谜的重要成果，该小组今后将继续

对远方的黑洞天体进行详细观测，以增

进对宇宙中黑洞成长的理解。

根据近年来的观测，多数星系中

心普遍存在超过太阳质量 100 万倍以

上的超大黑洞，但它们的形成过程仍

是个谜，这也是现代天文学的重要课

题之一。以前科学家就知道，超大黑

洞吸收的气体量与星系中心星体形成

率相关，即中心大量产生星体的星系，

其黑洞的气体吸收率也增大。这意味

着两种现象具有某种物理结构关系，

星体形成驱动黑洞的成长，但对其详

细机理尚不明了。

此次，研究小组利用“低温高密度

分子气体”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

进行了观测研究。这是因为低温分子

气体是星系中心部位星际物质的主要

存在形式。特别是高密度分子气体是

星体形成的母体，对于研究超大黑洞成

长和星体形成之间物理关系最为合适。

通过对中心存在超巨大黑洞的 10

个星系进行分析，研究小组首次发现了

高密度分子气体圆盘的质量与超巨大

黑洞质量吸收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联。研究结果认为，

作为超大黑洞的质量供给源，附近的高密度分子气体圆

盘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星系全体气体的多少对超大黑洞

成长并没有影响。

研究报告在线发表在日前出版的《天体物理学杂

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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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和湿度升高将损害运动员
的健康和安全，未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可能不适宜举
办夏季奥运会。

微软的HoloLens增强现实眼镜可帮助建筑设计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13日电（记者栾海）直升机旋

翼螺旋桨叶片常用金属材料制作，但叶片在中东沙尘环

境中因容易磨损而影响升力。为解决这一难题，俄罗斯

正用玻璃纤维和非金属复合材料改造旋翼叶片。

俄著名军工企业俄罗斯技术集团日前在其官网登

载文章说，俄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空运经历显示，直

升机在那里起降时会掀起饱含沙土的气旋。这会加速

旋翼金属叶片磨损，影响其升力和飞行机动性。

鉴此，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的研发人员采用了两种新

材料来提高旋翼性能。首先，旋翼前缘的翼梁主体做好

后，技术人员会将翼梁横着伸入一台环形机器中，该机

器内壁上的 4个柱头会用 4缕玻璃纤维丝把翼梁从头到

尾缠绕起来，并如此反复缠绕 144 次；之后，再用钛金属

片为翼梁前部边缘包边以保护那里的电热除冰系统。

研发人员称，翼梁在被玻璃纤维和钛金属片强化保

护后，其坚固性可应对中东地区砂砾和尘土的磨损，并

能抵御地面火力的短暂打击。与翼梁后部衔接的是厚

度越来越小的叶片后段。为了尽量减轻这一组件的重

量，专家们用一种涂有胶液的复合材料完全取代了该组

件的传统金属材料。该公司的视频显示，当旋翼平放

时，其叶片后段的内部结构就像无数个上下开口的六边

形蜂窝孔洞。采用非金属复合材料后，这种蜂窝结构更

有助于减少叶片后段的重量，从而使直升机飞得更高。

此外，为提高旋翼的整体稳固性和使用寿命，该公

司还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在一块模具中把整个旋翼一次

成型地做出来。

俄空天军总司令邦达列夫日前透露，经过改型的俄

米－28NM“夜空猎人”武装直升机将首先安装复合材料

旋翼，该直升机将于 2018年前投入批量生产。

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的专家说，如果米－28NM 直升

机在实战中能够验证上述新材料具备出色性能，更多的

俄武装及运输直升机将配备这种新型旋翼。

俄用新材料让直升机飞得更好

福岛县的小野幸子是个幸福的人，也是个幸运的人。她与伙伴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上风100公里远的
猪苗代町国道旁开了一家手擀荞麦面馆，因此躲开了福岛核事故的大部分放射性物质。荞面馆现在旺季每
天可接待20位客人，虽然远远不及核事故之前每天最多80位客人的盛况，但小野幸子仍然感到很满意，从她
发自内心的笑容就能感受到她的纯真和快乐。 本报驻日本记者 陈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