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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北京时间 2 月 11 日，美

国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

学院、LIGO（激光干涉引力

波天文台）科学联盟以及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联 合 宣

布 ：引 力 波 终 于 被 探 测 到

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

观测到时空的涟漪，它将打

开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窗口。

这一震惊世界的发现将对中

国的引力波探测事业产生什

么样的影响？科技日报记者

就此对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张承民进行了专访。

科技日报：中国科学家

对引力波的探测是从什么时

候起步的？

张承民：中国对引力波

的探测研究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这得益于著

名科学家、原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周培源教授的支持，

他曾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留学，学习流体力学和广义

相对论，并听过爱因斯坦的

课 、与 其 一 起 讨 论 相 对 论 。

但当时由于条件落后，经济

环境不是很好，设备和技术

也不是很到位，那时对引力

波的探测处于初级阶段，大

部分情况下是进行理论的探

索、方案的可实施性研究。

当时中科院的高能物理

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以及中

山大学都建立了引力波研究

小组，进行了简单的、最原始

的棒状天线观测，现在看来

这些粗糙的设备距离探测引

力波所需的灵敏度还是差得

比较远的，但是中国科学家

毕竟是进行了引力波研究的

起步跟踪。

科技日报：中国科学家

有没有想过建造像美国 LI-

GO 那样的激光干涉仪来探

测引力波？

张承民：2000 年前后美

国 LIGO 建立后，中国科学家

受到很大鼓舞。当时国家天

文台还有其他单位相关学者

开始牵头研讨建设中国概念

的激光引力波干涉仪。当时

中科院的领导给了很大的支

持，提供了项目的必要启动经费，国家天文台对这个项

目也是比较支持的。我本人荣幸地作为早期引力波探

测项目参与者之一，也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推动工作。

科技日报：现在中国的引力波探测处于什么样的

发展状态？

张承民：中国在贵州建设 50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方面，把引力波作为探测目标之一。也就是

说，后来引力波这项计划就转变成为 FAST 的科学目标

之一，它未来可以通过监测毫秒脉冲星的空间位置变

化，检验引力波的直接证据。

此前在上海建成的 65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以及

现在正在新疆筹建的 110 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都提

出把脉冲星引力波监测作为其科学目标之一，但是

它们的灵敏度和综合性能目前还达不到美国和澳

大利亚射电望远镜的探测能力。在用射电望远镜

探测引力波方面，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目前是走

在我们前面的。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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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年前，两个恒星量级黑洞撞到了一起。

大约 3 倍于太阳质量的物质，在不到 1 秒的时间

内，被转化为引力波。这在时空中激荡起的涟漪，以光

的速度向外扩散。

黑洞合并的交响曲已经奏响，只是它几乎无声无

息，混杂于所有噪声中。

100年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做出了关于引力波的

预言。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物质引导时空如何弯

曲。当物质在时间的“水面”运动，水波便会荡开。但

他又说，在所有能想得到的情况下，引力波的辐射都可

以被忽略。

有多小呢？当一列引力波向你走来，你便会经历

一个忽高忽矮、忽胖忽瘦的神奇过程。但是这样的一

个变化幅度，大概为一个氢原子的五百亿分之一那么

微小。

不过人类并未因此放弃探测引力波。实验物理学

家约瑟夫·韦伯（Joseph Weber）用共振法寻找引力波，

他自己发明了一种铝制圆筒作为探测工具。上世纪 60

年代末，他宣称引力波撞击了这一探测器；但他实验结

果从未再现，又无法解释，因此未获认同。

但不管怎样，追寻引力波的征程开始了。

又是几年过去，1974年，两位科学家发现了一对脉

冲双星。这个星体由两个在近距离轨道里相互缠绕的

中子星组成，而且以爱因斯坦预测的速度螺旋式向内

靠拢——这是引力波存在的间接证据！神秘的引力

波，现出了一个朦胧身影。

可是还不够。20世纪 90年代起，在世界各地，一批

大型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开始筹建。它们是人类用

来捕捉引力波音符的耳朵。

17 年前，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在美国初

步建成。一晃十年，它没有探测到任何确定的引力波

信号。2010年，LIGO 开始对探测器进行升级。2015年

9 月，灵敏度提升了十倍的升级版 LIGO 整装再出发。

长臂中的激光再次不知疲倦反复奔跑，等待着引力波

降临，那个神奇的干涉图纹的出现。

2015 年 9 月 14 日，一个与往常并没有什么分别的

夜晚，人类终于捕捉到了 13 亿年前黑洞合并奏出的那

首交响曲的音符。他们给它取名为 GW150914。爱因

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被补上了。

（下转第三版）

穿越时空：除了引力波，还有信念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时空涟漪”、“宇宙呢喃”……引力波的发现，好

比全球物理界最大的“新年红包”，让物理界多年的梦

想照进了现实。

“（人类）探测到引力波的这种能力，很有可能引

发天文学革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兴奋

地说，“这提供了一种人们看待宇宙的全新方式！”

是的，如同一个失聪的人突然获得听觉，从此获

得感知世界的全新方式。引力波的最终发现，让人们

对宇宙的认识耳目一新。

过去，宇宙以光的形式向人类传递了太多信息，

而如今，引力波在时空中向我们传递着类似声音般

的新信息。“这正如在时间和空间中演奏的乐曲，是

由黑洞用力拨动的吉他琴弦，而这只是交响乐的开

始，而非结束，”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负责

分析数据的科学家魏因施泰教授对新华社记者打了

个比方。

都说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

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它的发现是物理学界里程碑

式的重大成果。就像电磁波的发现最终使人类有了

无线电通信和手机一样，引力波会带给我们什么？

或许可借助相对论的其他相关内容，做个比较。

在狭义相对论中质能关系理论指导下，科学家最

终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核反应堆，卫星定位等技

术也借助了狭义相对论的知识。如今相对论中的引

力波被发现，很有可能改写物理课本，它带给科学家

和人类今后无穷的想象。

最前沿的科学在初期看上去都像魔法。科学家

说，引力波离应用阶段还很远。包括时空旅行这样的

科幻设想还早的很，而利用引力波的宇宙通信，目前

看也只不过仍是一种微弱的可能。不过没关系，我们

需要把眼睛睁得更大，引力波的发现无疑打开了探索

我们头顶星辰的一扇大门，必将让人类感知到更多未

曾想象的世界。

有引力波这一发现，人类将开始不可思议的新探

索：探寻宇宙扭曲的一面——由扭曲时空生成的天体

与现象。而检验爱因斯坦相对论、探测黑洞质量、测

量宇宙距离、完善大爆炸理论等，都有待对引力波的

进一步研究。这无疑提升了人类的认知，开启天文新

时代。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感知宇宙新能力 开启天文新时代
新华社记者 杨 骏 郭 爽

虽然这次过年终于回到东北老家，但是曹军威的

年过得并不悠闲。原因就是引力波“来袭”！

正月初五（2 月 12 日）那天，他的手机就没消停过，

几乎被电话、微信“搞”到爆。“亲戚、朋友、甚至同学都

在关注引力波的事。大家对它的热情有点出乎意料，

可能是资讯太发达了吧。”13 日，曹军威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

曹军威所在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是中国大陆唯

一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科学合作组织

（LSC）成员。他和团队里的另外 5 名研究人员参与了

LSC引力波暴和数据分析软件两个工作组的相关研究，

侧重提高引力波数据分析的速度和效率。

北京时间 2 月 11 日 23 时 30 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和欧洲引力天文台召开发布会，宣布人类首次“倾听”

到了时空涟漪——引力波，证实了爱因斯坦 100年前的

重要预言，打开了一扇探索宇宙的全新窗口。全球科

学界瞬间沸腾。

“我在网上看的直播，虽然心情有一点小激动，但

还是比较冷静的，毕竟我们只是参与了这一重大成果

的科研工作，并不是主要贡献者。哈哈哈！”电话那头

传来曹军威爽朗的笑声。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合作

组织内部有严格的管理流程，“什么时候发表论文？论

文投给哪家出版社？什么时候召开新闻发布会？重大

事项的决策流程都是由理事会投票决定，我是代表清

华大学参与理事会的讨论工作。”

科技的发达让很多公众已经知道神奇的引力波，

是两个分别为 29 倍太阳质量和 36 倍太阳质量的超恒

星级黑洞，合并产生的信号。它经过 13 亿光年的漫长

旅行，于 2015年 9月 14日抵达地球。

这串看似简单的数据背后是大型集群计算机对

信号的分析处理。“合作组织内部十几个地点都有集

群计算机，通过天文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设计的软件对

信号筛选、分析。作为合作组织中少有的自动化和计

算机背景科研团队，简单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采用

信息技术支撑这些软件的正常运行，提高它们的运行

效率，同时我们也研究数据驱动的新型分析方法。”曹

军威解释道。

在过去 6年，曹军威研究团队参与构建引力波数据

计算基础平台，开发的数据分析软件工具被 LSC 成员

广泛使用。他们与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 LSC

成员合作，取得的“GPU 加速引力波暴数据分析和实现

低延迟实时致密双星并合信号的搜寻”“采用机器学习

方法加强引力波数据噪声的分析”等成果，发表在《物

理评论 D》《经典与量子引力》等国际期刊上。

曹军威告诉记者：“若能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精

度实时处理得到引力波源的方向、位置等信息，就能为

相应的研究争取宝贵的天文观测时间，进而形成以引

力波观测为触发的全新天文观测方法——多信使天文

学。” （科技日报北京2月13日电）

为引力波数据分析“加速度”
——专访 LIGO科学合作组织成员、清华大学信息技术研究院曹军威研究员

本报记者 林莉君

打开科技日报社的微

信群，看一看科技日报社编

委会成员们的朋友圈，春节

期间讨论最多最热的话题，

仍然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羊年岁末对科技日报社的考

察与指示。以下记录的几个

侧面就是科技日报社编委会

共同学习的体会和共识。

重温话语，细品甘味。
2016 年 2 月 5 日，延东副总

理在考察完科技日报社之

后，与编委会全体成员进行

了深入座谈。因此，编委会

学习自然从重温延东副总

理讲话开始。

她在谈到科技日报过

往三十年时说，科技日报是

我国科技事业的记录者、见

证者和发布者，是我国科技

事业的重要推动者，是党和

政府科技事业宣传的主阵

地，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业绩

的传播者，是广大社会公众

的良师益友。作为科技日

报人，有理由自豪和骄傲。

她在谈科技日报未来

发 展 时 说 ，科 技 日 报 一 要

服 务 大 局 ，牢 牢 把 握 正 确

的 政 治 方 向 ，牢 牢 守 住 党

在科技战线的“主航道”；

二 要 突 出 特 色 ，始 终 奔 驰

在科技宣传和创新驱动的

“专行道”上；三要与时俱

进 ，全 面 进 入 互 联 网 + 的

“快车道”；四要面向大众，

深 耕 科 技 宣 传 ，厚 植 创 新

沃土。因此，科技日报“三

十而立”，大有可为。

抓住根本，做实保障。
延东副总理对科技日报社

过往成绩的充分肯定，对新

一届编委会来说，既是莫大

的鼓励，也是莫大的鞭策。

围绕延东副总理对科技日

报社未来发展的四点殷殷

期 望 ，编 委 会 成 员 畅 所 欲

言，最后的意见竟然不谋而

合，殊途同归，高度一致。

第一，如何服务大局，

守住“主航道”？大家一致

认为，定力是根本，能力是

保障。“定力”就是要始终

坚 持 科 报 姓 党 ，坚 持 政 治

家 办 报 ，始 终 围 绕 党 和 国

家 的 中 心 任 务 ，把 科 技 宣

传工作放在党和国家的大

局 中 去 谋 划 、部 署 和 实

践。“能力”就是要造就一

支党性坚定、业务过硬、能

打 硬 仗 的 新 闻 采 编 队 伍 ，

构建符合现代传媒特点的

硬件、软件支持系统，让正

能 量 和 主 渠 道 发 挥 最 大 、

最 快 、最 强 的 传 播 力 和 影

响 力 。 因 此 ，科 技 日 报 社

决不能走过度市场化的道路，要守得住阵地，抵御得

住诱惑，党和国家的科技宣传事业最大化才是科技日

报社发展的根本目的。

第二，如何突出特色，始终奔驰在“专行道”上？大

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专注是根本，专业是保障。“专注”

就是心无旁骛地专心于科技事业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以科技宣传事业为己任，而不是摇摆不定，四处出

击。“专业”就是要按照现代传媒规律，统筹科技、传媒、

集团三大要素，构建拥有较强传播力、影响力的科技日

报社旗下的中国科技报业事业平台和中国科技传媒企

业平台两大平台，实现科技日报社公共职能与市场职

能的良性互动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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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 13日电（记者李大
庆）记者从中科院高能所获悉，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测得了迄今为止最精确的反应堆中微子

能谱。科学家发现这一能谱与以前的理论预

期存在两处偏差。相关结果发表在2月12日

的《物理评论快报》上。

中微子是核反应堆发电时发射的副产

物。上世纪 50年代，科学家正是在反应堆旁

首次探测到了中微子。

以前有关中微子的实验通常是需要知道

反应堆总共发射了多少个中微子（称为通

量），以及不同能量的中微子各占多少（称为

能量分布或能谱）。科学家再根据对反应堆

中复杂的裂变过程的理解，通过计算或其他

间接方法来估计这些数值，对理论模型具有

很强的依赖性。

大亚湾实验现在给出了最精确的、与模

型无关的能谱测量，并对中微子通量做了新

的测量。科学家总共分析了包含 30 多万个

中微子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大部分能量范围

内，中微子能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

好于1％。

测得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有一个意外的

特征：在能量 5百万电子伏特（MeV）左右，数

据超出理论预期10％，对应4倍标准偏差。“这

个意外的测量与预言不一致，说明现有计算需

要改进。”大亚湾共同发言人、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及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陆锦标说。

发现这个偏差说明直接测量反应堆中微

子能谱的重要性，也暗示依赖于模型的计算

可能需要重新研究。

大亚湾实验对中微子通量的测量还显

示，反应堆中微子的总产额比某些模型的预

期值低6％。这可能来自理论模型的缺陷，也

有人认为可能是由惰性中微子振荡引起的。

科学家认为，新发现的两处偏差为未来的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提供了重要的测量数据。

大亚湾实验测得最精确的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2月11日，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研究人员在华盛顿举行记者会宣布他们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图为技术人员在关闭
舱门抽制真空前检查光学部件。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