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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7日电（记者刘霞）据美国加

州大学尔湾分校（UCI）官网消息，该校理论物理学家

在最新一期的美国《物理评论快报》杂志中指出，匈牙

利科学院核科学家数月前称，可能发现了一种未知的

亚原子粒子。他们对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后认为，这一

亚原子粒子并非物质粒子，而有可能是自然界中存在

第五种力的证据。

该研究负责人、物理和天文学教授冯孝仁（音译）

说：“数十年来，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存在四种基本力：

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又叫强相互作用力，是四种基

本力中最强的）和弱核力。如果我们的结论获得证

实，那将是革命性的。第五种力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宇

宙的理解，导致力和暗物质的统一。”

匈牙利科学家去年进行的实验是为了搜寻“暗光

子”，也可能意味着占宇宙总质量 85%左右的看不见的

暗物质，他们却发现了反常现象：可能存在一种质量为

电子30多倍的新的光粒子。冯孝仁解释称：“匈牙利科

学家只看见了反常现象，表明可能存在一种新粒子，但

他们并不清楚它是物质粒子还是携带力的粒子。”

随后，UCI团队对匈牙利科学家的数据及该领域

所有其他实验数据进行了核查，结果表明，这种粒子不

是暗光子，可能是“疏质子的 X 玻色子”，指向第五种

力。普通的电力是电子和质子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新

发现的玻色子仅同电子和中子相互作用，且作用范围

十分有限。该研究联合作者、物理和天文学教授蒂莫

西·泰特说：“我们已观察到的玻色子中都没有这一属

性，故而也称其为‘X玻色子’。X意味着‘未知’。”

冯孝仁指出，该粒子一直很难被发现，其相互作

用非常微弱，所以，进一步研究至关重要。实验室已

经拥有了制造其所需要的能量，全球科学家都能对匈

牙利科学家的结论进行跟踪分析。

这一发现可能开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冯孝

仁感兴趣的一个方向是，这种潜在的第五种力可能同

电磁力、强核力及弱核力结合形成“一种更大、更基本

的力”。

广义相对论认为，自然界还存在第五种基本作

用力。1998 年，星系加速膨胀现象被发现，结束了由

来已久的关于这种力是否存在的争论。然而，承载

第五种力的媒介无法用“物质”这个词汇来描述和定

义，“暗能量”概念油然而生。当代科学家朝思暮想

破解第五种力的载体，也不断在广袤空间搜寻其存

在的证据，至今仍云里雾

里。一位网友评论无奈又

充满期待——或许它就在

你家床底下，只是你不知

道而已。

自然界存在第五种力，有了证据？
如证实将改变对宇宙的理解

■最新发现与创新

◀ 轻轻一扫，关注科技日
报。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
有品位的你。

新华社北京8月 17日
电 （记者张晓松 安蓓）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7 日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

谈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强

调，总结经验、坚定信心、

扎实推进，聚焦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

互利合作网络、新型合作

模式、多元合作平台，聚焦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

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

之路、和平丝绸之路，以钉

钉子精神抓下去，一步一

步把“一带一路”建设推向

前进，让“一带一路”建设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国 务 院 副 总 理 、推 进

“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组 长 张 高 丽 主 持

座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

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外交

部部长王毅、福建省委书

记尤权、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广东

省委书记胡春华、陕西省

委书记娄勤俭、中国交通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刘起涛、华立集团董事

局 主 席 汪 力 成 、中 科 院

“ 一 带 一 路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刘 卫 东 先 后 发

言。他们结合实际，从不

同 角 度 就 推 进“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工 作 介 绍 了 情

况，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边听边记，不

时同他们讨论交流。在听

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

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

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

更长时期的发展，逐步明

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 发 展 3 个 大 的 发 展 战

略 。 2014 年 我 们 通 过 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

规划》，2015 年对外发布了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有关地方和部门也出台了配套规划，

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

习近平指出，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参与其中，我们同 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协议、同 20 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

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项目

逐步落地。“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

和成果超出预期。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

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

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

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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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7日电（记者蒋秀娟）“湛江市

将借助创新创业大赛这个平台，在土地、资金、信贷、政

策等方面给予投资者最大的支持，同时热忱欢迎在座

的参赛团队和参赛企业到湛江投资兴业。”17 日上午，

由国家海洋局、广东省科技厅指导，湛江市政府主办的

2016第二届中国（湛江）“南方海谷杯”海洋科技创新创

业大赛在京正式启动，湛江市副市长庄晓东在启动仪

式上代表湛江市政府向广大投资者、创客们发出诚挚

邀请。

据悉，大赛鼓励海洋产业相关领域如海洋工程、

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海洋船舶工

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的创新创业项目积极参与，所

有参赛项目将获得创赛网课学习、《创赛训练营》集训

机会。对海洋产业获奖项目将给予额外的政策支持，

大赛组委会将邀请优秀项目参展中国海洋经济博览

会，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项目落地湛江。同时，参赛

的优秀项目及获奖项目还将优先获得海洋产业基金

和海洋创赛投资联盟的投资，海洋产业基金计划规模

为 2 亿元人民币，海洋创赛投资联盟计划规模为 20 亿

元人民币。

2015 年，首届海洋大赛成功举办，共吸引 488 个项

目参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创以海洋科技为主题的

创新创业大赛，成为“行业+地方”国家级双创模式先行

先试的样板。今年，海洋大赛在去年湛江、上海、深圳、

青岛 4个赛区的基础上新增北京和广州赛区，布局包括

北京、上海、青岛、深圳等在内的 20个沿海地区和城市，

成为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全国性行业赛事。

2亿海洋产业基金寻求“意中人”
2016“南方海谷杯”海洋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在京启动

新华社西宁8月17日电（记者张大川）
记者近日从青海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获

悉，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继在青海东

部地区发现大面积富硒土壤区域后，首次在

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发现大面积富硒土

壤区域。

据介绍，青海省土地质量调查工作始

于 2004 年，截至目前共完成 1∶25 万多目标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 4 个，完成调查面

积 2.49 万平方千米；完成 1∶5 万生态地球化

学调查评价项目 5 个，完成调查面积 4100

平方千米。

“2015 至 2016 年，项目组在柴达木盆地

共计发现富硒土壤 417 平方千米，富硒区内

每千克土壤硒平均含量达 0.47毫克，最大值

为 2.8毫克。”青海省都兰县绿洲农业生态地

球化学评价项目负责人沈骁说，随着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富硒土壤面积将进一步增加。

此前，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在青

海东部地区发现大面积富硒土壤区域，主要

集中在拉脊山及湟水谷地一带。

“青海省东部地区发现的富硒土壤中，

每千克土壤硒平均含量为 0.42毫克，最大值

为 1.755 毫克。对比之下，柴达木盆地发现

的富硒土壤中硒元素含量略高于青海东部

富硒区。”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查院副院

长刘长征说。

沈骁介绍，青海东部富硒土壤的形成过

程为，拉脊山的中基性火山岩在咸水湖退缩

阶段经过复杂的迁移过程沉积在第三纪西

宁群地层中，硒在西宁群的祁家川组地层富

集，最终在这些地层上发育成壤。

针对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富硒土壤的

成因，刘长征表示正在积极研究调查当中。

青海再次发现大面积富硒土壤区域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7日电 （记者刘霞）仰望夜空

时人们不禁会问：宇宙究竟有多大？据美国商业内幕

网站消息，该国科学家利用新数据进行的计算给出了

答案：可观测宇宙的半径为 453.4 亿光年，比 13 年前科

学家们得出的数据少了 3.2亿光年。

如 果 要 计 算 宇 宙 大 小 ，光 速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指

标。现有理论认为，宇宙产生于约 138 亿年前的一次

大爆炸，因此有人认为，可见宇宙半径约为 138 亿光

年。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过去 100 年间，物

理学家们已经反复证明，宇宙在加速膨胀。而且在

宇宙大爆炸之后 37.8 万年，早期宇宙只是带电的粒

子场，是高温高密度的电浆云，光子在这团电浆云里

跑不远。之后发生了名为重组（recombination）的事

件——粒子最终冷却到足够低的温度，首批原子形

成，光才能自由移动。

2003 年，物理学家理查德·戈特和几个同事将宇

宙膨胀、重组事件以及其他变量考虑在内，得到的可

观测宇宙的半径约为 456.6 亿光年（直径为 913.2 亿

光年）。

不过，费城科学大学的物理学家保罗·霍尔本和尼

克·托马塞罗解释称，上述计算基于威尔金森微波各向

异性探测器（WMAP）卫星提供的数据，随着更先进设

备的“上岗”，这些数据不再是最好的。在最新研究中，

霍尔本和托马塞罗利用欧洲空间局（ESA）的普朗克卫

星提供的与宇宙膨胀有关的更新、更精确的数据，计算

出宇宙的半径为 453.4亿光年，比以前少了 0.7%。

托马塞罗表示，就整个宇宙尺度而言，3.2亿光年的

区别可能只是小菜一碟，但它确实使我们感到已知的

宇宙更舒适亲近了一些。

不过，研究人员也表示，中微子这种“幽灵粒子”或

许能让宇宙的半径达到 463.1 亿光年，但科学家们很难

探测到中微子，因此，最终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新计算让宇宙“瘦身”，半径小了3.2亿光年

8 月 16 日 凌 晨 1 点

40 分，全球首颗量子科

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成

功发射。在我们仰望星

空，畅想量子密钥分发、

量子隐形传态等科学实

验带来的无限未来时，不

妨也俯瞰大地，认识一下

与“墨子号”隔空“对话”

的量子“捕获者”——我

国自主研制的量子科学

卫星地面望远镜系统。

17 日 ，科 技 日 报 记

者走进地面望远镜研制

方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

在量子通信实验中，

地面望远镜的任务包括：

高精度指向卫星轨道完

成捕获，即让地面发现卫

星；发射上行信标激光照

射卫星，即让卫星“看见”

地面；及高精度跟踪卫星

光轴、保持高精度星地光

轴动态对准、准确接收下

行信号光数据等。此次

我国的量子科学实验卫

星系统，由 1 个卫星通讯

终端和 5 个地面望远镜

终端组成，其中在河北兴

隆、青海德令哈、云南丽

江、新疆南山的 4 个口径

1 米以上的地面量子通

信望远镜，均由中科院光

电技术研究所负责研制。

“‘墨子号’以 7.9 公

里每秒的速度，在距离地

球 500 公里的太空中运

行，星地之间传输的量子

又是能量最小的单位，地

面望远镜系统要实现对

卫星的探知、捕获并实现

量子传输，如同‘针尖对

麦芒’。”中科院光电所党

委书记、地面望远镜系统

行政总指挥杨虎表示，我

国自主研制的量子科学

卫星地面望远镜系统，在

国际上首次完成了宽光

谱、高效率、高保偏、高精

度的望远镜光学系统和

速度动态范围大、抗扰能

力强的望远镜伺服控制

系统，以及工作状态可配

置的望远镜操控系统。其中，跟踪精度、指向精度和信

号光高保偏等，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地面站对准卫星的运行精度达到 1 角秒。”

望远镜技术总指挥黄永梅解释说，如果将手表表盘刻度

均分为 360 度，再将其中 1 度均分为 3600 份，其中一份

就是 1 角秒。目前地面望远镜系统跟踪精度达 0.2 角

秒，相当于在 500公里以外，指一束激光到卫星上，其光

束的晃动范围仅 0.5米左右。

在量子通信实验中，地面望远镜达到上述条件后，

仅相当于接通了星地之间的“电话线”，要开展量子通信

等实验即让“通话内容准确送达”，地面望远镜系统还面

临高同轴度、宽光谱、高保偏等要求。

望远镜系统光学总装中心主任古斌说，量子通信实

验中，地面站与卫星间要不断发射或接收多束光路，同

时用于量子密钥分发、纠缠实验或信标光等。为此，地

面站必须保证每一束光路能够绝对平行地“整齐”指向

卫星，即实现高同轴度。目前，这套自主研制望远镜系

统同轴度已达到 5个微弧度，即多路光束同时指向 1000

公里外的目标后，它们之间的距离偏差不超过 5米。而

“高保偏”是指量子光子由卫星分发后，望远镜保证光子

的偏正态不会被改变；“宽光谱”则是望远镜能够识别量

子光束、激光等不同光谱的多种光路。

目前，该系统还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同一台望远镜

同时完成量子通信、相干激光通信以及天文观测等多种

任务。“‘墨子号’在轨期间，望远镜可同卫星通信终端联

合开展星地量子通信实验、高速率相干激光通信实验。

实验任务结束后，它还可作为天文望远镜对空间目标进

行巡天观测。”黄永梅说。

（科技日报成都8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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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模拟地面望远镜向量子卫星发射信标光。

量子卫星升空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五个地面站望远镜和“墨子号”共同构成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系统，其中的四个地面望远镜，由位于成都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
研究所研制。 新华社记者 刘坤摄

科研人员进行光束控制技术研究。

科研人员通过地面望远镜模型进行讲解。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展示地面望远镜上的折转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