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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科学家们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上发现了一种新粒子，其被称

为“奇异的五夸克”。研究团队表示，发

现这样的奇异粒子有助他们理解夸克

是如何结合形成复合粒子的。相关论

文刊发于 17 日出版的《物理评论快报》

杂志。

科学家们认为，夸克是不能再分割

的基本粒子，目前已知的夸克包括上夸

克、下夸克、粲夸克、奇异夸克、底夸克

和顶夸克 6 种。夸克通常“三五成群”

形成强子，比如重子（由 3 个夸克组成

的质子和中子等）和介子。但更多夸克

也能“成群结队”形成“四夸克态”和“五

夸克态”。

此前，物理学家也发现了几种“四

夸克态”。2022 年 7 月，LHC 上底夸克

探测器（LHCb）实验合作组宣称，发现

了一种“五夸克态”。

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通过以极

高的能量让两束质子发生对撞，从而发

现了这一新粒子，最新发现的五夸克粒

子包含一个奇异夸克。

团队成员之一、意大利米兰大学伊

莉莎贝塔·斯帕达罗·诺雷拉指出，质子

和中子等常见的强子通常由两到三个

夸克组成，他们最新发现的“五夸克态”

非常奇特。

诺雷拉表示，科学家们发现了越来

越多“四夸克态”和“五夸克态”，这些研

究就像是粒子领域的“文艺复兴”，科学

家们收集的证据越来越多，也越能研究

更复杂的衰变，研究这些奇异的夸克态

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揭示夸克在粒

子内部的结合情况。

大型强子对撞机发现新奇异五夸克粒子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0日电 （记者

刘霞）美国埃姆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确

定了一氧化硼的结构。这种化合物早

在 1940 年就合成出来了，但由于技术

限制，其结构一直未被确定。在最新研

究中，研究人员使用新的核磁共振方法

和分析工具，揭示了这种看似简单的材

料的结构。相关论文已经提交最新一

期《美国化学学会杂志》。

研究团队成员、埃姆斯实验室科学

家弗雷德里克·佩拉斯指出，他们的初

衷是研制出一种无碳共价有机框架。

这是一种低密度多孔材料，具有周期性

有序的晶体结构，由通过共价键连接在

一起的有机分子组成。但经过多次合

成试验，他们始终无法获得结晶程度很

高的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佩拉斯解释说，一氧化硼由一种前

体分子制成，该前体分子的作用就像积

木一样。这些分子通过脱水反应黏在

一起，理解其结构的关键是弄清楚这些

“积木”是如何物理排列的。

为此，他们利用核磁共振方法研究

这些构建“积木”相对于彼此的方向。

最终，他们发现相邻的前体分子彼此平

行，与之前提出的一个模型相匹配。在

此过程中，研究团队还应用了粉末 X 射

线衍射等技术，进一步揭示了其结构。

佩拉斯强调说，最近人们对合成新

的硼基 2D 材料非常感兴趣，了解一氧

化硼的结构有助科学家合成出其他有

用的硼基 2D材料。

历经 83 年！一氧化硼结构终获确定

科技日报北京7月 20日电（记者

张佳欣）英国牛津大学化学家团队首次

在不使用危险气体的情况下生产出氟化

物。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的这

一全新方法，可能会对全球产业安全和

减少碳足迹产生巨大影响。

氟化物是具有广泛应用的重要化学

品，可应用在包括聚合物、农用化学品、药

品以及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中的锂离子

电池等方面。目前，所有氟化物都是从有

毒和腐蚀性气体氟化氢中，通过高度能源

密集型的过程产生的。尽管有严格的安

全规定，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氟化氢泄

漏仍多次发生，有时还会造成致命事故。

为了开发一种更安全的方法，研究

团队从形成牙齿和骨骼的自然生物矿化

过程中获得灵感。通常情况下，氟化氢本

身是由一种名为氟石的结晶矿物在恶劣

条件下与硫酸反应产生的，然后再用于制

造含氟化合物。在新的方法中，氟化物直

接由氟石制成，完全绕过了氟化氢。

固态氟石被生物矿化过程激活，这

模仿了磷酸钙矿物质在牙齿和骨骼中

生物形成的方式。该团队使用机械化

学工艺，将氟石与粉末状磷酸钾盐一起

在球磨机中研磨了几个小时。由此产

生的粉状产品，能够直接从氟石合成

50多种不同的氟化物。

化 学 家 首 次 无 害 化 生 产 出 氟 化 物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20 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中，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

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报告了一种开发

“类原肠胚”的新方法，其中包括一个

重要组织——卵黄囊，这是以前模型

中所缺少的。

原肠胚形成是胚胎将自身从空心

球体重组为多层结构的过程，被认为

是人类发育研究的“黑匣子”。这是因

为出于生物伦理考虑，人类胚胎模型

的培养时间通常不会超过 14 天，而原

肠胚形成发生在受精后 17 至 21 天之

间。此外，目前模拟原肠胚形成的干

细胞模型还无法包含产生卵黄囊和胎

盘所必需的胚胎外组织。

人类原肠胚形成和早期器官模

型，是从引发的人类多能干细胞中开

发出来的，但此次新方法没有通过更

常用的引发多能干细胞，而是使用扩

增多能干细胞（EPSC）。此前已证明

这些细胞可在小鼠体内分化为胚胎组

织和胚胎外组织。通过向人类 EPSC

添加适当的生长因子，它们分化成这

两类组织。然后，这些细胞自我组织

成类似于人类胚胎的结构，研究人员

将其称为“类原肠胚”。

胚胎外组织会释放引导胚胎发育

的化学信号，这使得类原肠胚能够模

仿“黑匣子发育期”重要过程。类原肠

胚周围发育出了为胚胎提供血液供应

的卵黄囊腔，周围细胞还显示出器官

发生的早期迹象，例如神经形成，这标

志着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开始。

研究团队称这一方法高效且可重

复。在小规模试验中，他们能够产生

数百个类原肠胚细胞。

类原肠胚排除了产生胎盘的滋养

层细胞，有助于缓解这项研究的伦理

问题。该项目遵循国际干细胞研究指

南，并得到了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

中心干细胞监督委员会的批准。

尽管可能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但

原肠胚形成其实是人类发育早期阶段

的一个决定性时刻。这个过程从受精

后 14 天左右开始，持续一周左右。科

学界目前对原肠胚形成的理解基本局

限于实验模型，无法直接对其开展研

究，因为这个阶段的人类胚胎很难获

得，部分原因是国际指南将培养人类

胚 胎 的 时 限 控 制 在 受 精 后 的 14 天

内。此次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其不

但能帮助人类进一步了解所谓的“黑

匣子发育期”，还突破了以往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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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

者张梦然）在需要的情况下，人们驾车

或步行时会按秩序排队以减少拥堵，

但堵塞、碰撞和身体接触仍不可避

免。而据《科学报告》20 日发表的研

究，科学家们发现一种色泽美丽的、名

为霓虹脂鲤的鱼，其群体不但会自觉

排队撤出狭窄区域，还能避免堵塞或

碰撞。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科学家此次

观察到 30 个左右一群的霓虹脂鲤出

于对捞网活动的反应，在水箱里会通

过狭窄开口（直径约 1.5—4 厘米）撤

离。而霓虹脂鲤宽约 0.5 厘米，长约 3

厘米。

科学家观察到，这些小鱼通过较

大开口的速度，快于较小开口，但它

们倾向以恒定的速率撤出各种大小

的开口。虽然小鱼在通过各种大小

的开口前都会先聚集在周围，但团队

没有观察到逃离小鱼之间发生任何

物理接触。

这 些 发 现 说 明 ，霓 虹 脂 鲤 在 通

过狭窄开口之前会等待或排队，以

维 系 其 偏 好 的 社 交 距 离 ，避 免 堵

塞。这和过去研究中观察到的蚂蚁

的逃离行为相似，但与羊群和人群

中观察到的行为相反，后者经常发

生堵塞。

团队认为，这些鱼的行为可用于

未来为集群机器人开发提供信息，也

可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和人群的交通管

理方法。

一种鱼排队防堵能力比人强
为自动驾驶和交通管理提供灵感

科技日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

者张佳欣）大约三分之一的心脏病患

者存在睡眠问题。德国慕尼黑工业大

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新一期《科学》杂

志发表论文称，心脏病会影响松果体

中睡眠荷尔蒙褪黑激素的产生。心脏

和松果体两个器官之间的联系在于颈

部的神经节。这项研究揭示了神经节

前所未知的作用，并提示了新的治疗

方法。

慕尼黑工业大学药理学和毒理学

教授斯特凡·恩格尔哈特称，如果将神

经节想象成“电气开关盒”，那么对于

因心脏病而引发睡眠障碍的患者，就

好比一根电线出现了问题，导致开关

盒起火，然后蔓延到另一根电线。

研究小组发现，巨噬细胞在患有

心脏病小鼠的颈神经节中积聚。巨噬

细胞引起神经节的炎症，导致疤痕形

成，并破坏神经细胞。在小鼠体内，从

这些神经细胞延伸出来的轴突通向了

松果体。在疾病晚期，连接腺体和神

经系统的轴突数量显著减少。小鼠体

内的褪黑素较少，昼夜节律被打乱。

在人类身上也看到了类似效应。

研究小组调查了 9 名心脏病患者的松

果体。与对照组相比，发现的轴突明

显减少。与老鼠一样，患有心脏病的

人的颈上神经节显示出疤痕，并明显

增大。

在早期阶段，研究人员能够通过

使用药物摧毁颈上神经节的巨噬细

胞，使小鼠的褪黑素产量恢复到最初

的水平。这证明了神经节在这一现象

中的作用，同时也为开发预防睡眠障

碍药物带来希望。

心脏病引起睡眠障碍原因找到

霓虹脂鲤聚集成群。
图片来源：奥日列·度彭/《科学报

告》

来自韩国各地的数千名渔民在首尔国会议事堂附近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反
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王益亮摄

来自福岛当地及日本各地的民众在福岛市举行抗议活动，向福岛县政府表达
坚决反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立场（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摄

近日，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强烈反

对，执意推进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并

预计于8月正式开始执行。为合理化其

核污染水排海行为，日本公关力度不断加

强。日本不仅把福岛核污染水粉饰成“处

理水”，还把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评估

报告包装成其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证”。

但早在 7月 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

布的评估报告前言中，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格罗西强调，福岛第一核电站核

污染水排海是日本政府的“国家决定”，

“这份报告既不是对这一政策的推荐，

也不是背书”。

针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可能

带来的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 7 月

18 日邀请有关专家召开了“海洋环境

安全问题”座谈会。那么日本一意孤行

要排放的核污染水危害到底有多大？

负面影响长期存在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将核反应堆泄

漏的污水排入大海，尽管已进行了“安

全”测试与评估，仍不能保证其不会产

生严重负面影响。“福岛核事故产生的

核污染水的性质和正常运行产生的废

水不同，核事故造成的核污染水含有更

复杂的放射性核素。”生态环境部核与

辐射安全中心首席专家刘新华对日本

处理核污染水的能力表示质疑。

国际上一些科学家也对这一计划感

到不安，尤其是这种排放方式对海底和海

洋生物的影响，核污染水中的氚可能会在

海洋生物体内积聚。有美国学者表示，目

前对辐射生态影响评估不充分，日本无法

检测到进入水域、沉积物和生物体内的物

质。很多海洋学专家认为，评估这些放射

性核素对环境的长期影响非常重要。

有专家认为，现在没事不等于永远

没事，即便在已经非常成熟的制药行

业，也有前车之鉴。日本将受核污染的

水排入海洋的决定也缺乏足够的支持

数据和案例研究，目前尚无法确保其长

期安全，甚至该计划可能标志着一场潜

在危机的开始。

“抗生素的发明在人类健康史上起

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如今抗生素导致

的耐药性等问题，绝不是三两年积累起

来的负面影响。同样，福岛核污染水排

海行为，三五年内或许看不出什么迹象，

但有些影响是长期的、缓慢的、甚至是无

法预估的。”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

研究院教授王建龙谈到，通过生物富集，

氚和水一起进入体内产生的内照射危害

非常大，可能会破坏 DNA的结构，会导

致生物的遗传性能改变，这个长期的影

响是存在的，更是不确定的。

违背核领域基本原则

日本政府一直强调福岛核污染水

的危害对地球环境影响微乎其微，然而

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核污染水是有危害

的。因此，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行为在正

当性上受到国际科学界的质疑。

“辐射防护三原则：正当性、最优化、

剂量限制。任何一个核领域实践，能带

来什么正利益，以及可能产生哪些负效

应，这是整个核领域普遍遵守的基本原

则，否则的话就不能实施，无论产生的辐

射剂量是多少。”刘新华表示，日本政府

的核污染水排海计划，没有征求利益攸

关方意见，违背了辐射防护基本原则。

除了违背正当性，日本政府在核污

染水处理上的透明度十分低下。很长

一段时间，日本对外报道核污染水只谈

其中的氚和碳 14。氚和碳 14 的处理是

国际性难题，但除了氚和碳 14，福岛核

污染水中还含有多种其他核素。

“理论上，其他核素是可以处理的，

但日本处理的怎么样？核污染水处理系

统的有效性如何？除了氚和碳 14，其他

元素处理之后能否达标？”王建龙指出，

日本并未公开核污染水中除氚和碳 14

以外其他核素的处理数据和结果。

日本政府的“障眼法”和“三缄其

口”也让日本民众感到强烈不满。日本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0.3%的日

本民众认为，当局对核污染水排海的解

释并不充分；另有 87.4%的受访者认为，

排海计划将使日本形象受损。

7 月 17 日是日本法定节假日“海之

日”，旨在感恩大海的恩惠。日本民众

自发举行多项活动，反对核污染水排

海。“不要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守

护海洋与生命”集会在福岛县磐城市举

行，与会者呼吁政府重新考虑该计划。

日本政府为让该计划获得更多支

持，还搞了“用海水稀释核污染水 100

倍后再排海”的噱头，但此举真的能有

效减轻核污染水的危害吗？

“稀释排放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不科

学的。因为，核污染水排到海洋环境

后，有很多生物会对其中的核素产生富

集。”王建龙表示，“逐级生物链把核素

浓缩起来，再通过鱼虾进入人体，其危

害的放大效果是不可估量的。”

不负责任的妄举

参会的海洋学家表示，福岛沿岸拥有

世界上最强的洋流，一旦日本将核污染水

排放入海，放射性核素在57天内就会扩散

到半个太平洋，10年后将污染全球海域。

排海并不是处置核污染水的唯一或

最佳方案。对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的处

置，曾有过多种方案，日方曾把方案范围

缩小到地层注入、海洋排放、蒸汽排放、

氢气排放和地下掩埋这 5 种，日本原子

力市民委员会还曾向福岛核电站的运营

机构东京电力公司提出其他建议，比如

增设储罐以继续存放核污染水等。但日

本政府对全部可能有效的处理方案置之

不理，竟选择了对日本来说成本最低、对

世界来说危害最大的排海方案。

参会的一位核能专家表示，每次事

故都意味着对未来同类挑战的一次改

造升级机遇。福岛核事故发生时，大家

都很震惊，那时，核电厂等核设施的防

洪预警措施其实并不到位；但在福岛事

故发生后，核产业的设计标准在安全性

上均有了很大提升。

现在，“精打细算”的日本政府把经

济利益和短期利益凌驾于世界人民的

福祉之上，如果福岛核污染水强行排

海，将给世界核能产业带来巨大打击，

也会间接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位核能专家还表示，因福岛核事

故，全球特别是欧洲对核能产业采取了

保守政策，但近年来，因为要确保能源

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各国都在作核能

竞争优势重建的打算，如果日本执意执

行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可能会对世界核

能工业的勃兴趋势再次产生消极影响。

虽然许多国家对日本核污染水强

行排海计划表示反对，但一些西方国家

却视而不见。这种鸵鸟政策的选择，可

能会让整个世界为日本的错误行为买

单。为确保全人类未来的安全和可持

续性，日本在福岛核污染水问题上采取

的每一项行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都须

接受全球的持续关注和审视，以确保我

们人类唯一的美丽家园安全无虞。

日核污染水排海：如一意孤行，定覆水难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