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网站近日报

道，现在，有三大或已开始或即将进行的

新实验都试图揭开蒙在暗能量身上的神秘

“面纱”，不过，也有科学家反其道而行，

认为暗能量并不存在。孰是孰非，唯有靠

数据来说话。

探究宇宙的起源有助
于认识暗能量

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宇宙学家们就认

识到，宇宙正在远离我们。而且，星系距

离我们越远，其退行速度也越快。从逻辑

上来说，这暗示着，万事万物都曾身处同

一个地方。这一发现催生了我们现在熟知

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大爆炸理论也成

为现代宇宙学的起源。

然而，1998 年，新一代的宇宙学家们

发现，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其膨胀的速

度也越来越快。是什么造成这种宇宙加速

膨胀呢？没有人知道，为了便于理解，科

学家们将这一“幕后黑手”称作“暗能

量”。尽管直到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暗能

量究竟有何属性，但我们对其影响却已略

知一二，因此，我们可以计算出其数量。

据科学家们测算，暗能量占据了宇宙

总质量的三分之二，由于 E=mc2，所以，

其也占宇宙总能量的三分之二。因此，如

果人们不能理解暗能量，就无法真正理解

我们身处的宇宙。

这也是宇宙学家们希望能够更快更好

地认识暗能量的原因。现在，有三大已经

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新实验 （其中两个实验

在智利进行，一个实验在美国夏威夷进

行），将有助于我们揭开蒙在暗能量头上的

神秘“面纱”。这些实验无一例外地都将回

溯到宇宙形成之初，并且会以前所未有的

精度测量星系以及星系团之间的关系。这

些实验成功完成后，尽管我们仍然无法全

面了解暗能量的“性格”，但至少我们会知

道得更多一点。

这三大实验的理论基础都是暗能量确

实存在。但也有少数宇宙学家并不认同这

一点。当然，他们并不否认导致其他人假

定暗能量存在的观察，而是否认暗能量存

在这一结论。对他们来说，这些新实验或

许也为他们提供了证实暗能量是否真正存

在的机会。

“三驾马车”朝暗能
量进发

新实验中最先进的设备是重达 5吨、分

辨率高达 570兆 （百万） 像素的暗能量照相

机，其去年被科学家们安放在位于智利托

洛洛山的美国洲际天文台。托洛洛山海拔

2200 米，是一座既与纵贯南美大陆的安第

斯山脉相连又孤零零的山峰，山区一年四

季天气晴朗，很少有云雾，每年约有 300天

可以观察天体，是世界上少有的观察天体

的好地方。据信，这一照相机已经准备好

开始工作，每晚可为天空拍摄 400 张 10 亿

字节的图像，5 年时间总共将拍摄 525 个晚

上。

这一照相马拉松活动是“暗能量调查

（DES） ”项目的一部分，这一项目由美国

芝加哥大学的乔舒亚·弗里曼领导。弗里曼

计划对天空八分之一的范围进行扫描，对

10 万个星系团进行调查，测量这些星系团

内的 3亿个星系与地球的距离。

DES 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追踪星系团的

大小和形状随时间如何发生变化，从而为

科学家们提供重力和暗能量之间如何角力

的详情。重力会让宇宙的膨胀减速，导致

星系团变得更加紧密；而暗能量则会让宇

宙的膨胀加速，导致星系团分崩离析。因

此，星系团收缩或膨胀的速度就彰显了重

力和暗能量之间的相对强度。

弗里曼和同事无法跟踪给定星系团内

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历史

某一瞬间发生的情况，但是，通过查看不

同时期多个星系团之间的差异就可以让他

们获得更多信息。

以前的观察已经表明，在宇宙长达 137

亿年的生命中，有一大半时间里，重力占

据了主动，但在大约 60 亿年前，暗能量开

始掌权。DES 项目尤其希望能对这一过渡

时期进行研究，他们的想法是通过研究大

约 100亿光年远的星系团这一简单的办法来

获得 100亿年前宇宙的情况。

第二个新实验是由日本东京大学科维

理宇宙物理学与数学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

家村山齐 （音译） 领导的“图像和红移的

斯巴鲁测量 （SuMIRe） ”，这一项目在美

国夏威夷进行。它将于明年开始收集数

据，其数据收集方式与 DES 类似，但其方

法更好。

尽管这一项目只对宇宙十分之一而非

八分之一的范围进行扫描，但其能看得更

远：远至 130 亿光年而非 100 亿光年。另

外，与 DES项目相比，SuMIRe项目的装备

也更精良，尤其是其拥有一个能对红移进

行调查和分析的积分光谱仪。

红移是宇宙学家们获得信息最重要的

渠道之一，红移会告诉科学家们星系与我

们的距离。红移由多普勒效应造成，由于

多普勒效应，从离开我们而去的恒星发出

的光线光谱会向红光光谱方向移动。美国

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于 1929年确认，遥远

的星系均远离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而

去，同时，它们的红移随着它们的距离增

大而成正比地增加。这一普遍规律称为哈

勃定律，它成为星系退行速度及其和地球

的距离之间的相关基础。这就是说，一个

天体发射的光所显示的红移越大，该天体

的距离越远，它的退行速度也越大。DES

项目缺乏光谱仪，因此，其必须依靠其他

望远镜来测量红移。拥有积分光谱仪是

SuMIRe项目的一个巨大优势。

第三个实验是位于智利阿塔卡玛天文

望远镜偏振灵敏接收器 （ACTPol），这一

实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莱曼·佩吉所领

导，这一实验与上述两个实验都不相同。

它主要研究宇宙微波背景 （CMB） 发出的

微波，而非从星系那儿传来的光。

科学家们认为，在诞生早期，宇宙温

度极高，随后开始冷却，在宇宙大爆炸后

38 万年，形成被称为微波背景辐射的“余

烬”，因此，其保存了早期宇宙“模样”的

印记。

当代宇宙学理论同时还有一项重要预

言，即微波背景辐射具有偏振性。在“大

爆炸”之初，宇宙中尚未形成物质，质

子、中子和光子相互碰撞，使宇宙之光产

生偏振。光本身可以看作是由一些微小的

波构成，这些波通常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

上振动，均匀分布于各个方向。但是，光

在受到折射或散射后有时会产生偏振，使

光波的振动方向集中到特定平面上。

据理论推算，在宇宙“大爆炸”之后

约 40 万年，带电粒子开始形成最初的物

质，宇宙中的光与物质出现分离，但其偏

振却依然在微波背景辐射中得到保存。这

一偏振是古老的光线与宇宙最初诞生的物

质最后接触的“印记”，因此，探测它可以

为研究宇宙早期状况提供重要“指南”。

ACTPol项目也将在智利的托洛洛山山

顶进行，实验已于今年 7 月 19 日开始，目

的是查找宇宙微波辐射的偏振。

如果这三大实验能够成功，而且研究

结论能相互印证的话，那么，这预示着我

们朝着理解宇宙如何从一个比电子还小的

物体扩展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无限大

的物体更近了一步。理论学家们可以将新

数据纳入其暗能量模型中，看看会出现什

么结果。其他人也能使用这些数据，或许

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疯狂的理论

尽管大部分宇宙学家们竞相努力，希

望能早日揭示宇宙不断膨胀的神秘性，但

也有理论学家在试图证明这种解释是错误

的。最近的一项研究来自于德国海德堡大

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克里斯托弗·维特里克，

他不仅不相信暗能量，也根本不相信宇宙

在膨胀。

按 照 现 代 宇 宙 学 的 观 念 ， 这 无 异 于

“异端学说”，但是，维特里克在 arXiv 上撰

文指出，他已经构建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

宇宙学框架，在这套框架内，宇宙并非在

膨胀，而且，万事万物的质量一直在增加。

维特里克认为，其他科学家认为导致

宇宙膨胀的红移是宇宙的质量不断增加的

结果。如果原子过去更轻，那么，它们释

放出的光会遵循量子力学法则，因此，其

能量要比它们现在释放出的光低。因为能

量越低，光的波长越长，这就导致宇宙学

家们将现在看到的现象看作是红移。

这一点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质量

恒定这一观念已经写入了高中物理学的教

科书，推翻这一点会颠覆整个现代物理学。

维特里克是一名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

显而易见，其数学方法没有出错。另外，他

的模型也确实考虑到了宇宙短暂的快速膨

胀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暴胀期。维特

里克认为，暴胀并不是发生在宇宙诞生伊始

（目前的主流观点都这样认为），因为他认为

宇宙并没有一个起点，相反，曾经存在过的

一个小的静止宇宙变成了一个会永远存在

下去的大的静止宇宙，而且，这一宇宙会变

得越来越重。因此，宇宙没有所谓的“奇

点”。而现代宇宙学理论都认为，宇宙存在

着一个密度无限大的“奇点”。

维特里克的模型有可能是错误的。正

如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院的克里夫·伯

吉斯所说的那样：“暗能量这件事很容易演

化成这样一种情况：就像一群人中的每个

人都坚称自己是拿破仑，而认为其他所有

人都是疯子。”但是理论学家们并不会同数

据作对，而且当新实验结束，他们会获得

更多数据，因此，可以揭晓谁才是真正的

拿破仑。或许我们可以用量子理论的创建

者尼尔斯·波尔的话来结尾，波尔曾经对一

名同事、美籍奥地利科学家沃尔夫冈·泡利

说：“我们都认为你的理论很疯狂，但是，

我们之间的区别是这一理论是否疯狂到有

可能是正确的。”

三大新实验欲揭暗能量神秘“面纱”
本报记者 刘 霞 综合外电

寻找“新地球”
或有新方法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0月26日电 （记

者赵焱）寻找一个“新地球”，也就是太阳系

外类似地球的宜居行星，一直是天文学家

的梦想。三名巴西科学家日前在新一期

《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发表报告说，一

种新方法或许有助于寻找“新地球”。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探测到第一颗太

阳系外行星以来，天文学家已在人类熟悉

的星系外发现超过 800 颗行星，但其中仅

有很少数存在宜居可能性。此前天文学家

主要依靠美国航天局的“开普勒”太空望远

镜，但今年“开普勒”已因故障而不能再寻

找太阳系外类地行星了。

由巴西帕拉伊巴大学的塞尔霍斯特、

巴尔博萨以及麦肯锡大学的瓦里奥提出的

新方法属于凌日法，即通过观察恒星亮度

在有行星飞越其表面时发生的细微变化来

确认行星。“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用可见光

波段的传统凌日法观测，但巴西科学家提

出可以在 17G 赫的微波波段观测：当行星

越过恒星时，地球上观测恒星的微波辐射

“亮度”会发生变化。

寻找“新地球”的一个难点在于，现有

观测手段即使能发现太阳系外行星，也很

难区分类似地球的石质行星和类似木星的

气态巨行星。但巴西科学家发现，两者对

恒星微波辐射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这就解

决了上述难题。

科学家认为，智利阿塔卡玛沙漠中海

拔 5000 米高的阿尔玛天文台中的射电望

远镜网，可以探测一些体积小于太阳的恒

星周围是否存在宜居行星。这一射电望远

镜网能同时扫描成千上万颗恒星，而且恒

星越活跃，阿尔玛天文台的望远镜也会越

敏感。

如果新方法可行，科学家将在阿尔玛

天文台进行长期观测以寻找新的宜居行

星，同时填补“开普勒”退役后深空探索的

空缺。

8 国外技术前沿国外技术前沿
2013 年 10 月 29 日
星期二

一周亮点

策划：聂翠蓉 责辑：陈 丹 E-mail:kjrbgjb＠vip.sina.com gjb＠stdaily.com

大 观 园

英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减半

据新华社伦敦电 （记者刘石磊）英国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本世纪以来，包括心血

管疾病在内的循环系统疾病致死率已降低

约一半，但癌症整体致死率却有上升趋势。

英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一组民众

死亡率数据显示，2012 年，英格兰和威尔

士地区死于心脏病和中风的人数分别约为

2.3 万和 1.7 万，比 2001 年的约 4.7 万和 3.6

万降低一半左右。

据介绍，吸烟率降低和膳食合理化等

被认为是这两项数据降低的最主要原因，

尤其是公共场所禁烟令的实施和有效急救

措施的推广。不过，包括心脏病在内的循

环系统疾病仍是英国人的首要致死因素，

进入新世纪以来已造成约 211万人死亡。

除循环系统疾病外，癌症和肿瘤是第

二大健康杀手，在同一时期致死约 169 万

人。癌症和肿瘤的致死率呈上升趋势，

2012 年死于此类疾病的人数已超过循环

系统疾病的死亡病例。

这项数据还显示，随着医学进步和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个世纪以来各种疾病死

亡率的变化也十分明显。上世纪初期人们最

大的健康威胁是传染病，并且1岁前婴幼儿的

死亡率一度高达17％，而去年仅为0.6％。

今年南极臭氧层空洞
稍小于平均水平

据新华社华盛顿电 （记者林小春）美

国航天局近日说，今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

空洞面积稍稍小于往年平均水平，不过现

在要说臭氧层已开始恢复为时尚早。

美国航天局发表声明说，今年 9 月至

10月，南极臭氧层空洞的面积在 2100万平

方公里左右，这一空洞自上世纪 90年代中

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为 2250 万平方公里。

今年臭氧层空洞面积单日最大值出现在 9

月 16 日，达到 2400 万平方公里，而历史单

日 最 大 值 则 出 现 在 2000 年 9 月 9 日 ，为

2990万平方公里。

美国航天局解释说，今年南极臭氧层

空洞减小，与南极上空平流层气温高于往

年平均水平有关。气温相对高时，所谓的

“极区平流层云”就会偏少，这会抑制氯与

溴等化学物质与臭氧分子发生反应，减少

它们对臭氧层的破坏。

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一般每年 8 月

出现，9月至 10月时空洞面积最大，12月前

后消失。过去 10多年中，由于国际社会在

生产使用制冷、空调和消防设备的过程中，

逐步停止应用消耗臭氧层的全氯氟烃、全

溴氟烃等物质，大气层中消耗臭氧层的这

类物质因而逐渐减少，南极上空的臭氧层

空洞面积开始趋于稳定，其每年的变化主

要受气象条件影响。

在距闻名遐迩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不算

太远的街区，一栋办公楼里数十名穿着白色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盯着眼前 80 台 46 寸高清

屏幕，监控着南美名城里约热内卢的一举一

动。这个监控中心全称为“里约运行中心”，

担负着城市现代化管理的重责。

濒临大西洋的里约热内卢是个贫富差

距悬殊的城市，自然和人为灾难频发。如何

为 600 多万人口提供良好的市政服务，发生

灾难时如何迅速应对，对于市政府来说，是

十分重要的课题。2010 年 12 月 31 日，在市

长帕埃斯的推动下，里约运行中心投入使用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日前，在里约奥运会组委会召开首次全

球媒体通气会期间，新华社记者应邀参观了

这个运行中心。

这是一栋刚落成不久的 4 层办公楼，拥

有当地一般建筑难得一见的玻璃幕墙。工

作人员介绍说，运行中心搬到这座办公楼不

久，目前有约 600 名员工，其中 400 名负责监

控的专业人士分成三个梯队轮流值班，以保

证一年 365天时刻都有人在岗。

该中心采用 IBM 的管控运行系统，整合

了里约市 30多个不同城管部门的资源，主要

依赖于遍布全城的 1000多个摄像头，实时监

控各主要路段、地铁站以及事故和灾难高发

区等的状况。

除了监控交通状况，中心还与气象部门

合作，监控里约市周边 250 公里范围内的云

层状况，预报城市未来几天的雨水情况，及

时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资料。工作人员不

无自豪地说：“我们这套系统，是拉美最为先

进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运行中心大楼内另设有一间设备先进

的危机应对室。一旦出现紧急事态，它就

会与分别设在市长办公室和民事厅的另外

两间危机应对室联通，三方可通过音视频

系统紧急磋商，共同制定应急措施。当地

媒体或市民若想第一时间了解政府部门是

如何应对危机的，也可以向中心申请列席

会议。

2012 年初，里约闹市区市立剧院附近 3

栋相邻办公楼坍塌，引起市民一片恐慌。运

行中心监控人员立即向消防和民防部门发

出警报，要求燃气和电力公司中断事故现场

附近的供气和供电。同时，他们还要求相关

部门暂时关闭附近地铁，封锁街道，通知急

救中心派出救护车，调集重型设备清理瓦

砾，派遣民防队员疏散附近人群并保证事故

现场的安全。运行中心负责人说：“如果没

有这套监控系统，我们不可能做出如此迅速

的反应。”

陪同我们的里约奥组委人士说，里约热

内卢将主办 2016 年奥运会，还是 2014 年世

界杯的主要承办城市，这套先进的智慧城市

管理系统无疑将为两大赛事的顺利进行提

供重要保障。

打造智慧城管
——访巴西里约运行中心

新华社记者 陈威华 王 帆 徐子鉴

新 视 野

①“暗能量调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追踪10万个星系团
的大小和形状随时间如何发生变化，从而为科学家们提供重
力和暗能量之间如何角力的详情。

②SuMIRe项目通过对红移进行调查和分析，能够看到
远至130亿光年的宇宙。

③ACTPol主要研究宇宙微波背景发出的微波。据理论
推算，虽然宇宙“大爆炸”约 40万年后宇宙中的光与物质开
始出现分离，但其偏振依然在微波背景辐射中得到保存。这
一偏振是古老的光线与宇宙最初诞生的物质最后接触的“印
记”，探测它可以为研究宇宙早期状况提供重要“指南”。

里约运行中心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