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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张佳欣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1日电 （记者

刘霞）据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官

网 10 日报道，该机构超环面仪器实验

（ATLAS）合作组首次在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上，对 W 玻色子宽度开展了

迄今最精确测量。得出的平均值为

2202±47MeV（兆电子伏特），与标准模

型预测值 2088±1MeV基本一致。

2012 年，科学家发现希格斯玻色

子，填补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最后一

块“拼图”。但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如暗物质的性质和正反物质不对称的起

源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新物理现象？

科学家表示，W 玻色子的宽度或

能为新物理现象提供线索。W 玻色

子 是 弱 力 带 电 载 体 ，粒 子 的 宽 度 与

其寿命直接相关。如果 W 玻色子衰

变 为 尚 未 发 现 的 新 粒 子 ，将 影 响 测

得的宽度值。标准模型基于带电弱

力强度和 W 玻色子质量来精确预测

其 宽 度 。 如 果 测 得 的 宽 度值与预测

明显不一致，预示着可能存在新物理

现象。

此 前 科 学 家 已 在 CERN 的 大 型

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费米实验室的兆

电子伏特对撞机上测量了 W 玻色子

宽 度 ，得 出 平 均 值 为 2085±42MeV，

与预测值一致。在最新研究中，AT-

LAS 合 作 组 利 用 LHC 第 1 轮 运 行 期

间收集的能量为 7TeV（太电子伏特）

的质子—质子对撞数据，首次在 LHC

上 测 得 W 玻 色 子 宽 度 为 2202 ±

47MeV。 这 是 迄 今 单 次 实 验 进 行 的

最精确测量，虽然更宽，但与预测值

的偏差在 2.5 个标准误差内。

ATLAS合作组也同时测量了 W 玻

色子的质量，并提高了测量精度。结果

显 示 ，W 玻 色 子 质 量 最 新 测 量 值 为

80367±16MeV，与标准模型预测一致。

W玻色子宽度获迄今最精确测量
结 果 与 粒 子 物 理 学 标 准 模 型 预 测 值 吻 合

据世界卫生组织称，作为一项全球

公共卫生危机，空气污染每年导致 700

万人死亡。有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增

加患心脏病、中风和肺癌风险。那么，

地球上还有原始的、纯粹的空气吗？

4 年前，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科

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

论文称，南极洲周围的南大洋上空有着

世界上最干净空气，该区域是“真正原

始的地方”。

澳大利亚《对话》杂志报道称，与其

他地方相比，这里使用工业化学品和燃

烧化石燃料不多，人为活动排放较少。

但为何能成为地球上空气的一方净土，

其形成原因一直是个谜。

现在，一项发表在《Npj 气候和大

气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云和雨在

净化大气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卫星“看到”蜂窝状云层

悬浮在空气中的细小固体颗粒或

液滴被称为气溶胶。除了工业来源

外，海浪中的盐分或风吹起的扬沙等

自然因素也会导致气溶胶。南大洋上

空的气溶胶水平受到一系列因素影

响。盐雾的数量和浮游植物（空气中

硫酸盐颗粒的来源）的季节性生长变

化都会改变空气中气溶胶含量。冬季

产生硫酸盐较少，也是南大洋上空空

气最纯净的时候。

与此同时，南大洋也是地球上云量

最多的地方，这会导致这里常有短暂零

星阵雨。在新研究中，澳大利亚莫纳什

大学研究人员想要探究云和雨在净化

空气中起的作用。了解这些过程的最

大障碍是缺乏对该地区云、降雨和气溶

胶的高质量观测。

不过，在新一代卫星帮助下，研究

人员能以前所未有的细节研究云层图

像。他们开发了一个能够识别南大洋

大片区域上不同云型的计算机程序，着

重寻找云层中独特的蜂窝状图样。

之所以关注蜂窝状图样，是因为它

们在调节气候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一方面，当这些蜂窝状单元“挤满”云朵

时，会变得更白、更亮，能将更多阳光反

射回太空，有助于保持地球凉爽。另一

方面，空的或“开放的”蜂窝状单元可以

让更多阳光透进来。

蜂窝状单元是开放还是关闭，也与

它们能产生的降雨量有关。这些错综

复杂的因素造成目前地球气候模型中

出现一些错误，因为模型并没有恰当地

将其涵盖在内。模拟蜂窝状单元“开

关”状态尤为关键，否则得到的结果将

大相径庭。

强阵雨“洗去”气溶胶

今年 4 月，澳大利亚肯纳乌克/格

里姆角天文台启动了云和降水实验，

目的是获得有关云、雨和阳光的更高

分辨率数据。

借此机会，研究人员将蜂窝状云图

样与天文台气溶胶测量结果进行了比

较，同时与气象局的降雨观测数据也进

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空气最纯净的日

子与开放的蜂窝云有关。研究人员认

为，这些云层导致零星强烈的阵雨，从

而将气溶胶粒子从空气中“洗掉”了。

与充满云的蓬松白色蜂窝状关闭

单元相比，开放单元含有更多水分，能

产生更多雨水。数据显示，开放蜂窝状

单元产生的降雨量是关闭的 6倍。

研究人员发现，从卫星上看起来不

那么多云的天气，实际上会触发最有效

的冲刷气溶胶的阵雨。而充满了云或

关闭的蜂窝状单元，虽然看起来云层密

布，但对空气的清洁效果较差。

在空气最清洁的冬季，空的蜂窝状

单元更为常见。分析表明，大范围天气

系统“掌控”着云场模式。当肆无忌惮

的风暴席卷南大洋时，便产生了这些开

放和关闭的蜂窝状单元。

有助构建更佳气候模型

4 年前，科学家对海洋边界层（大

气中与海洋直接接触的部分）的空气

进行了采样。他们检查了空气中微

生物的成分，这些微生物存在于大气

中，经常被风吹散到数千公里外。通

过 DNA 测 序 、来 源 追 踪 和 风 的 回 溯

轨迹，科学家发现，这些微生物起源

于海洋。

现在，新研究进一步破解了南大洋

为何有世界上最干净空气的谜团。其

中，降雨是关键，尤其是来自这些透明、

开放的蜂窝状云层引发的降雨，它们负

责净化南大洋上的所有空气。这似乎

解释了为何空气中存在来自海洋的微

生物成分。

这些蜂窝状图样也存在于冬季的

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地区。因此，新

研究也将有助于解释这些云是如何去

除这些地区气溶胶的。科学家还能在

此基础上改进气候模型，实现更准确

预测。

南大洋为何拥有世界上最干净的空气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佳欣）据 4

月 10 日《自然》杂志报道，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科学家首次开发出一种分子装

置，可用力控制多种小分子释放。这

项新突破或给医学和材料工程带来革

命性变化，大大促进医疗和智能材料

发展。

该装置使用了一种被称为轮烷的

互锁分子。在机械力影响下，这种成分

可触发药物或治愈剂等功能分子释放，

以精确定位需要区域，例如肿瘤的位

置。这些材料可在损坏时原位修复，从

而延长这些材料使用寿命。

传统上，用力控制分子释放面临着

一次释放多个分子的挑战。这一过程

通常通过分子“拔河”来操作。

新方法涉及连接到中心环状结构

的两条聚合物链。该结构沿着支撑需

要被转运物质的轴而滑动，以有效释

放多个分子，来响应力的作用。研究

人员展示了同时释放最多 5 个分子的

可能性。

这一突破标志着科学家首次能展

示释放不止一种成分的能力，这使其成

为迄今最有效的释放系统之一。研究

人员还通过使用不同类型的分子（包括

药物化合物、荧光标记、催化剂和单

体），展示了该模型的多功能性。

尽管这只是一个概念验证设计，但

研究人员相信，基于轮烷的方法具有巨

大潜力和深远的应用价值。展望未来，

研究人员将更深入地研究自我修复应

用，探索是否可同时释放两种不同类型

的分子。例如，单体和催化剂的集成可

在损伤部位聚合，在材料内部创建一个

集成的自我修复系统。

新的力控装置可调节多种分子释放
有 助 促 进 靶 向 药 物 输 送 和 自 愈 材 料 应 用

科技日报北京4月 11日电 （记者

张梦然）每年秋天，一种名叫黑冠山雀

的小鸟都会储存数以千计的种子、昆虫

和其他零食，以度过严冬。但这些娇小

的动物如何记住如此多食物的埋藏地

呢？发表在《细胞》杂志上的一项新研

究显示，每次存放食物时，它们的大脑

都会产生“条形码记忆”。这一发现可

为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如何创建和存

储记忆提供新见解。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神经科学家塞尔曼·切蒂指出，

当形成对特定事件的记忆时，大脑可能

会生成一个“随机标签”，用于存储与该

事件相关的信息，类似于商店记录与检

索每个产品相关信息的方式。

研究人员建造了一个室内竞技场，

其中有 128 个可隐藏食物的地方。然

后，他们将探针插入 5 只山雀的大脑中

以记录小鸟们的电活动。研究人员将

鸟儿放入竞技场，并使用机动喂食器投

喂葵花籽，还用 6 个摄像头拍摄了视频

片段，并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来跟

踪鸟类的运动和身体定位。

正如所料，鸟儿将种子藏在了整

个竞技场中。每当山雀将食物藏在储

藏点时，它的海马体（大脑中负责学习

和记忆的部分）就会短暂地亮起一种

独特图案，类似于商品上的条形码。

当这只鸟回到那个地点取回种子时，

研究人员在它的大脑中观察到了相同

的模式。

通过关注这些特殊时刻，研究人员

识别出了以前从没注意到的与记忆相

关的活动模式。令人惊讶的是，这种

“条形码机制”独立于海马神经元（称为

位置细胞）的活动而发生。但过去的研

究显示，蝙蝠、老鼠、猴子和其它动物都

使用位置细胞来帮助创建空间认知图，

用于情景记忆或记住生活经历。

研究发现，在“站点”存储和提取食

物的过程中，鸟儿的大脑除了位置细胞

还有其他活动模式。它们的神经元能

以特定的“种子代码”模式发射，具体取

决于“站点”是否真的存了种子。

探索“条形码记忆”、位置细胞和种

子代码这 3 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将会为

记忆形成的神秘基础提供更有价值的

线索。

动物界“记忆大师”是这样炼成的

图为ATLAS碰撞事件的艺术图，其
中候选W玻色子衰变成缪子和中微子。

图片来源：ATLAS/CERN

黑冠山雀每次存放食物时大脑都会产生“条形码记忆”。 图片来源：《细胞》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

者张梦然）当前无线通信系统依靠

微波辐射来承载数据，未来数据传

输标准将利用太赫兹波。与微波不

同，太赫兹信号可被大多数固体物

体阻挡。在《通信工程》杂志上发表

的一项新研究中，美国布朗大学和

莱斯大学研究人员描述了他们如何

通 过 弯 曲 光 线 来 绕 过 这 些 固 体 障

碍，从而解决未来无线通信的这一

难题。

大多数用户可能使用 Wi-Fi 基

站，让整个房间充满无线信号。无论

用户移动到哪里，他们都能保持连

接。但在更高频率下，信号将是定向

光束。如果用户四处移动，该光束必

须跟随才能保持连接。一旦移到光束

之外或有物体阻挡，用户就不会收到

任何信号。

研究人员通过创建太赫兹信号来

规避这个问题。该信号可沿着障碍物

周围的弯曲轨迹行进，而不是被障碍

物阻挡。研究团队引入了自加速梁的

概念。这些光束是电磁波的特殊配

置，当它们穿过空间时会自然地向一

侧弯曲。

团队设计了发射器，以便系统操

纵电磁波的强度和时间。凭借这种操

纵光的能力，研究人员可使波更有效

地协同工作，以便在固体物体阻挡部

分光束时维持信号。

光 束 沿 着 发 射 器 中 的 模 式 重

新 排 列 数 据 来 适 应 阻 挡 。 当 一 种

模式被阻止时，数据传输将切换到

下一种模式，从而保持信号链路完

好无损。

通过使用这些弯曲光束，研究人

员希望未来能使无线网络更加可靠，

即使在拥挤或有阻碍的环境中也是如

此。未来在办公室或城市等经常出现

物理障碍的地方，将可实现更快、更稳

定的互联网连接。

6G 技 术 已 经 距 离 我 们 越 来 越

近，太赫兹作为 6G 通信的关键技术

之一，也开始引起人们关注。美国

已经把太赫兹技术列为“改变未来

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这是因为太

赫兹波具有大量绝对带宽资源，传

播方向性强，保密性和抗干扰性优

越。本研究中能让太赫兹波突破障

碍物的新技术，更是扩宽了其应用

范围。除了文中提到的通信，新技

术还可造福雷达系统、吸波材料、生

物医学、光谱成像、探测与感知等多

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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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计算机协会 10 日宣布，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艾维·维格森

因“对计算理论的基础性贡献，包括重

塑我们对随机性在计算中所起作用的

理解，以及他在计算机理论科学领域

数十年所取得的卓越成绩”荣膺 2023

年图灵奖。

图灵奖以已故英国著名数学家艾

伦·图灵的名字命名，被誉为“计算机

界的诺贝尔奖”，今年的奖金为 100 万

美元。

在硬件层面，计算机能以可预测

的方式工作，但这会使其很难对现实

世界的问题进行建模，而这些问题往

往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在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维

格森证明，计算机也可利用运行算法

中的随机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维

格森及其同事发现，通过在一些算法

中插入随机性，可使算法更容易、更

快地求解。

维格森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明

确 了 问 题 类 型 与 随 机 性 之 间 的 关

系。他还证明，某些包含随机性且难

以运行的算法能变得更具确定性或

非随机性，且更容易运行。这些发现

有助于计算机科学家更好地理解该

领域最著名的未经证实的猜想之一，

即“P≠NP”。

维 格 森 在 20 世 纪 80 年 代 互 联

网还未出现前就开始探索随机性和

计算机之间的关系。随着技术不断

进步，他的想法对从密码学到云计

算在内的现代计算应用程序变得非

常重要。

维格森与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

所的俄德·戈德赖希等人详细阐述了

在不披露信息的情况下验证信息的方

法，即在不同用户之间建立信任的一

种方式，这成为当今加密货币和区块

链的基础。

2023年图灵奖揭晓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1日电 （记

者刘霞）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拍摄了第一

张原子分辨率图像，直接可视化了手

性界面态电控制过程和状态。手性界

面态是一种奇异的量子现象。最新研

究有助促进量子计算和节能电子学发

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物

理学》杂志。

手 性 界 面 态 是 一 种 导 电 通 道 ，

只允许电子在一个方向上传播，可

防止它们向后散射，导致电阻从而

浪费能量。手性界面态可发生在某

些二维材料内，这些材料被称为量

子反常霍尔绝缘体。这些材料本体

是绝缘体，但在其一维“边缘”传导

电子时没有电阻。研究人员一直希

望更好地了解真实材料内手性界面

态性质，但可视化其空间特征异常

困难。

为制备手性界面态，研究人员制

造出扭曲单层—双层石墨烯设备。这

是两层原子级薄层石墨烯堆叠体，两

层石墨烯相对于彼此精确旋转，形成

一种表现出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莫尔

超晶格。

随后研究团队使用扫描隧道显微

镜检测样本内不同电子态，使他们能

可视化手性界面态的波函数。最终，

他们首次拍摄到原子分辨率图像，直

接展示了手性界面态。

新发现或有助研究团队构建可调

谐的电子通道网络，从而研制出节能

微电子和低功耗磁存储设备，以及利

用量子反常霍尔绝缘体内奇异电子行

为进行量子计算。

原子分辨率图像揭示手性界面态
有望推动量子计算和节能电子学发展

世界著名的大气气体监测站位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西北角的肯纳乌克/格
里姆角。 图片来源：物理学家组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