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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2日电 （记者张梦
然）据英国《自然》杂志 21 日在线发表的一项

物理学研究称，科学家通过辐射探测器首次

发现了决定性证据：闪电能够引发大气核反

应，并产生放射性同位素。该发现意味着闪

电终于成为人们已知的可产生同位素的自然

通道，同时也为深刻理解气象中物理学极端

事件打开了一扇窗。

云与云之间、云与地之间或者云体内各部

位之间的强烈放电现象很常见，但人们对其具

体过程的认识，并不如想象中的透彻。闪电过

程中的主要物理和化学过程都是在闪电通道内

进行的，目前科学家认为，闪电中伽马射线的能

量应该可以导致大气中的光核反应，从而产生

中子和正电子（电子对应的反物质）。然而，这

一反应长久以来都没有决定性的观测证据。

此次，日本京都大学一个科研团队利用 4

台辐射探测器，于 2017年 2月 6日发生在日本

的一场雷暴中，检测到中子和正电子信号。

根据最新数据，研究人员发现，闪电引发了一

波伽马射线光子与大气核碰撞，并产生核反

应。而大气中的光核反应产生中子和不稳定

的放射性同位素，并在衰变中产生正电子。

早在 2014 年，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就已表

明，几乎任何类型的雷暴均可以产生伽马射

线，包括那些非常微弱的雷暴，而此次的研究

证明，这种迅猛地放电过程能够引发大气核

反应。研究人员表示，该发现也使闪电成为

地球上已知的第二条自然通道，可在和宇宙

射线互相作用后产生碳 13、碳 14和氮 15等同

位素，这一基础科研成果将对未来的天体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决定性证据表明

闪电确是同位素产生的“自然通道”

中微子、暗物质、γ射线……在探寻这些

宇宙高能粒子方面，欧洲顶级物理学家们未

来 10年的愿望是什么？据《自然》杂志网站报

道，近日，在官方正式宣布之前，一份由欧洲

14 个国家的投资机构制定的 2017—2026 年

欧洲天体粒子物理发展十年路线图已开始在

网络流传。这一路线图除鼓励向创新性提议

开放资金，还将专注于扩建几个主要项目，欧

洲物理学家期待在这些重大领域实现赶超。

展示天文粒子无边之美

作为天文学与粒子物理学的交叉学科，

路线图制定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物理学家安东尼欧·马斯厄罗认为，天文粒子

物理学是物理学最大领域（天文）与最小领域

（基本粒子）的交叉结合，能向大众展示无边

无际的美感。

20 多年前，天体粒子物理学还是一片空

白。但近些年，粒子物理学领域出现一些重

大发现，这些成果不再是由传统粒子碰撞产

生的，而是完全借助于太空探测器。比如探

测到宇宙中微子，发现宇宙 X 射线，用大型观

测设备发现中微子振荡现象，美国激光干涉

仪引力波天文台（LIGO）发现引力波等。所

有这些成果的共同点就是，利用大型仪器，在

最浩瀚的宇宙搜寻基本粒子，进而揭示宇宙

的更多奥秘。

2016 年，欧洲天文粒子物理学联盟（AP-

PEC）为加快欧洲在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召集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欧洲南方天文

台以及欧洲空间局等机构的物理学家在巴黎

开会，粒子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太空探测设

备方面的专家齐聚一堂，就未来十年的发展

和投资规划进行商讨。会后，马斯厄罗带领

部分科学家组成的专家团，几经修订完成了

路线图的最终版本。

优先投入几大观测项目

路线图提出，大型观测项目与实验室研

究全面发展，既鼓励对科学家提出的创新性

提议进行小规模投入，更要将有限资金重点

投入几个大型项目。这些大型项目主要包括

立方公里中微子望远镜（KM3NeT）、切伦科

夫望远镜阵列以及爱因斯坦望远镜（ET），将

分别对中微子、γ射线和引力波进行观测。

立方公里中微子望远镜项目将分别在法

国和意大利的地中海建造深海中微子望远镜

阵列。法国望远镜阵列的主要设计思路是，

探测宇宙射线与大气碰撞产生的低能中微

子，而意大利的望远镜阵列，则用来捕捉外太

空的高能中微子信号。整个项目预计需要资

金 1.5亿欧元，而目前已经募集到三分之一的

资金。

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项目是耗资 3 亿欧

元的γ射线观测站，在西班牙拉帕尔玛岛和

智利阿塔卡玛沙漠分别建造两座光学望远镜

阵列，搜寻高能光子和大气分子作用时产生

的蓝色闪光，通过这些信号研究银河系中心

中子星和黑洞释放出的γ射线。

探测引力波的爱因斯坦望远镜也被列入

大型优先项目。按照路线图，该望远镜将从之

前的双臂设计改为三臂，用等边三角形的10公

里边长作为“手臂”，让高强度激光沿着三个

“手臂”行进，通过引力波对手臂末端目标粒子

的改变，获得引力波的精确定位及组成。

希望暗物质搜寻“拔头筹”

APEC 还希望欧洲将现有暗物质搜寻项

目规模扩大一倍，利用巨桶液氩和液氙开展

大规模实验，捕捉神秘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粒

子相互作用的“蛛丝马迹”。欧洲现有最大暗

物质探测设备只装有 3吨惰性气体，而路线图

规定，惰性气体的桶装规模将增加 10倍。

最新路线图关于暗物质的研究存在争

议。有物理学家希望欧洲能将暗物质的搜寻

范围扩大到轴子等新理论粒子，以扩大暗物

质的搜寻范围，但 APEC 没有改变之前的思

路，其暗物质项目仍以“暗物质由弱相互作用

（WIMPs）构成”为理论依据。所以有观点认

为，这种坚持将导致欧洲在暗物质领域仍将

一无所获，但支持路线图的科学家们认为，只

要按预想执行实验操作，欧洲团队必将在破

解最神秘暗物质的竞赛中，率先冲到终点。

（科技日报北京11月22日电）

未来十年，欧洲天体粒子学家想找什么？
——相关路线图提出优先探测中微子、暗物质、引力波及γ射线

本报记者 聂翠蓉 综合外电

KM3NeT利用建在地中海深处的望远镜阵列全面搜寻中微子。图片来源：《自然》杂志官网

科技日报北京11月 22日电 （记者房琳
琳）自从噬菌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发现

以来，其发挥的作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然》杂志官网 21 日报道称，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人类通过肠道每天吸收高达 300亿个噬

菌体，且噬菌体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这一数据让科学家疑惑，人体内的噬

菌 体 会 否 通 过 调 节 免 疫 系 统 来 影 响 我 们

的身体？论文作者、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

什 大 学 噬 菌 体 研 究 人 员 杰 里 米·巴 尔 说 ：

“ 基 础 生 物 学 认 为 ，噬 菌 体 不 会 与 真 核 细

胞相互作用。我们现在确信，这完全是一

派胡言！”

几十年来，大多数关于噬菌体的研究集

中于将其转变成抗生素，也有一些令人信服

的案例。但巴尔的研究表明，噬菌体本身就

已帮我们免受病原体的侵害。在人类和动物

体内保护牙齿和肠道的黏液层及临近环境

中 ，噬 菌 体 含 量 都 是 普 通 环 境 中 的 4 倍 以

上。事实证明，噬菌体的蛋白质壳可以结合

黏蛋白，并能分泌大量能与水一起形成黏液

的分子，这些物质可以为动物提供额外的免

疫力。

现在，巴尔发现了病毒从肠道黏液进入

人体的证据，内脏、肺部和大脑周围毛细血管

上的那些上皮细胞会吸收噬菌体，并将其运

输到细胞内部，且吸收速度十分惊人，每天可

吸收高达 300亿个。

噬 菌 体 进 入 人 体 组 织 能 做 什 么 ？ 此

前 研 究 认 为 ，特 定 类 型 噬 菌 体 可 以 与 癌

细 胞 膜 结 合 ，减 少 肿 瘤 在 小 鼠 体 内 的 生

长 和 扩 散 ，也 可 防 止 小 鼠 免 疫 系 统 攻 击

移植的组织。

近来，比利时研究人员发现，白血细胞暴

露在 5 种不同噬菌体中时，能减轻流感症状

和炎症。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患有Ⅰ型糖尿

病和炎症性肠病的免疫疾病病人肠道，噬菌

体状况与健康人不同。有鉴于此，巴尔认为，

人体稳定吸收噬菌体产生的胞内噬菌体可以

调节免疫反应。

人类肠道每天能吸收300亿噬菌体
除了变成抗生素，还能调节人体免疫力

摩拜单车在柏林投入运营

全球智能共享单车首创者与领导者摩拜单车
21日在柏林宣布投入运营。柏林是摩拜单车进
入德国的第一个城市。

摩拜单车此次在柏林启动德国的业务具有特
殊意义，今年是自行车发明 200周年，自从 1817
年卡尔·德莱斯在德国曼海姆发明自行车以来，自
行车对个人出行产生巨大且持久的影响，而德国
柏林则是摩拜单车正式展开运营的全球第200个
城市。

（本报驻德国记者 顾钢报道 图片由摩拜单
车提供）

科技日报基辅11月21日电 （记者张
浩）由中国科技部和乌克兰教育科学部共

同主办的中国—乌克兰科技创新展 21 日

在乌首都基辅开幕。展览将通过科技创新

为两国务实合作增加新的内涵。

乌克兰政府第一副总理库比夫、中国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乌克兰教育科学部副

部长斯特里哈，及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杜伟

等出席开幕式。

库比夫第一副总理发表讲话说，当今

世界正迎来新一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云

计算、纳米技术等创新科技取得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改善并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乌克兰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未

来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的预

算支持，加快帮助企业与科研单位实现科

技成果转化，为在乌克兰形成全新的科技

与创新市场创造条件。

李萌副部长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今

年是中乌建交 25周年，在此时举办中乌科

技创新展对深化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中乌两国在科技领域互补性

强，建交以来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关系，成效显著。两国在航空航天、先进制

造、船舶、海洋、信息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广

泛合作，双方合作正由传统的单一项目合

作逐步转向开展联合研发、共同掌握高新

技术、共建高新技术企业和联合研发中心。

杜伟大使在致辞中指出，本次科技展

将展示两国多年来科技合作的成果，并为

两国科技和企业界人士进一步加强交流合

作提供平台。乌克兰有深厚的科研底蕴和

高素质人才队伍，中国有雄厚的资金实力

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双方完全可以优势

互补，推动越来越多的“中乌制造”“中乌创

造”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让科技创新为中

乌关系增添强劲的动力。

本次中国—乌克兰科技创新展是在乌

克兰政府“创新市场”框架下由中乌两国政

府科技主管部门共同举办的一次重要活

动，为期 4 天。展览分为中国科技创新成

果展与中乌科技合作成果展等两部分，大

部分参展项目是中国“十二五”期间取得的

最有代表性的科技成果。创新展期间，中

乌双方还将举办科技创新合作论坛、项目

推介会等平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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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伦敦11月22日电 （记者郑
焕斌）中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在公司英国

总部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我国三代

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在英国的通用设计审查

（GDA）已正式进入第二阶段后，未来的重

点工作是继续推动华龙一号的 GDA；英国

欣克利角（HPC）项目今年也将将顺利实

现六大目标。

按照英国核安全监管规定，在英国使

用新核电技术建设核电站之前，要进行英

国通用审计审查。根据中广核与 EDF、英

国政府签订的协议，华龙一号将在通过

GDA 后，在英国布拉德韦尔 B 项目进行建

设。华龙一号的 GDA 审查于今年 1 月 19

日启动，共分为四个阶段，历时共 60 个

月。16 日英国核能监管办公室和英国环

境署发布联合声明，宣告我国三代核电技

术华龙一号在英国的（GDA）第一阶段工

作完成，正式进入第二阶段。

贺禹介绍说，HPC 项目今年的六大里

程碑年内将顺利实现，具体包括启动现场

营地建造、浇筑核岛廊道第一罐混凝土、完

成东区办公室建设、交付反应堆厂房预应

力廊道土建图、交付泵房筏基土建图以及

开始循环冷却水管道安装。目前前五项均

已完成，最后一项里程碑预计 11 月完成。

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也展示了双方在英国

核电项目上的有力合作，为中广核在英后

续核电项目推进提供了有益保障。

贺禹表示中广核的近期目标是与合作

伙伴一起，推进已开工的欣克利角 C 核电

项目顺利建设；中远期目标是大力推动华

龙一号通过 GDA，并在布拉德韦尔 B 项目

开工建设，推进中英双方核电合作的互利

共赢，让核电成为中英两国“黄金时代”及

“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典范。

中广核欣克利角项目年内六大目标即将完成

（本栏目稿件来源：《以色列时报》
整编：本报驻以色列记者 毛黎）

创新连线·以色列

特拉维夫大学与美国两所大学的研究

人员联合发现，人们若夜间睡眠不足，在白

天从事日常活动时，其大脑中一些区域会

“抓住机会小睡一下”，结果是将增加做事

的失误率。这是因为睡眠不足时，大脑神

经元出现减速，可导致人的行为反应迟缓。

团队通过对 12 位癫痫患者的大脑神

经元活动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当人们缺少

睡眠时，大脑颞叶中的神经元（与视知觉和

记忆相关联的区域）在缓慢的脑电波干扰

下会“小睡”一会儿，而这种脑电波往往会

在我们睡觉时出现在脑中。该研究负责

人、特拉维夫大学赛克勒医学院与萨科尔

神经科学院学者尤瓦尔·尼尔解释说，在睡

眠不足时，一种似睡波将破坏正常的大脑

活动。

研究人员还指出，大脑活动会因睡眠

不足而受到负面影响，除了损害视觉感知

和记忆，使人们出现行为失误，还会让人们

脾气暴躁、头脑迷糊，记忆力、健康、相貌以

及性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神 经 元 可 能 在 白 天 偷 着“ 打 盹 ”

本古里安大学研究人员日前称，他们

从理论上证实可以开发出突破性的“隐形

斗篷”，它将光线从“斗篷”的表面转向和分

散开来，从而使斗篷下的物体“隐形”。他

们下一步是研发出可证实新理论的模型。

相关研究发表在《自然》杂志旗下刊物《科

学报告》上。

研究负责人爱丽娜·卡拉波切夫斯基

博士表示，他们设计出一种全新的超材料

表面，可应用于任何物体，让投射到物体上

的光线方向发生偏转，使物体呈隐形状态。

根据爱丽娜等人的研究结果，目前的理

论表明可使折射率为1.3的圆柱形纳米粒子

“隐身”，同时他们认为金属和非金属等其他物

体也可以此隐形。爱丽娜还指出，水、人类体

液和聚四氟乙烯的折射率也都在1.3左右。

本古里安大学发表声明称，“隐形斗

篷”可被视为现有技术的延伸。隐形飞机

的雷达吸波暗漆、局部光学伪装技术、可减

少电磁红外发射或电磁波散射的表面冷却

技术等，均利用了类似原理。爱丽娜表示，

这些成果为创造全新的集成电子设备提供

了可能，在芯片光学设备和全光处理等领

域具有广泛用途。

以 证 实 开 发“ 隐 形 斗 篷 ”新 理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