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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环球短讯

科技日报北京4月 26日电 （记者刘霞）据瑞典斯

德哥尔摩大学官网消息，该校科学家对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NASA）的费米太空望远镜提供的大量观测记

录进行分析后发现，一种假设的暗物质粒子——“类轴

子粒子”或许并非暗物质的备选粒子；或许这种粒子

根本就不存在。最新研究朝着揭开暗物质的秘密更

近了一步。研究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物理评论快报》

杂志上。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郭万磊副研究员向科技日

报记者解释称，20世纪 30年代初，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天体物理学家弗里茨·兹威基首先发现，星系团中的可

见物质远远不足以解释星系围绕星系团中心旋转的速

度，科学家因此认为还有看不见的“暗物质”，尽管暗物

质由万有引力定律多方观测证实存在，但其构成一直

是个谜。

科 学 家 们 认 为 ，一 种 可 能 性 是 暗 物 质 或 由“ 类

轴子粒子（ALPs）”组成，ALPs 由某种特定的量子相

互 作 用 而 产 生 ，尽 管 其 质 量 不 足 电 子 的 十 亿 分 之

一，但宇宙间可能充满了这种粒子。不过，科学家

们无法直接观测到 ALPs，但当它经过磁场时，有非

常小的机会变成光子，因此，我们或许无法直接看

见暗物质粒子，但能在某些情况下看到由 ALPs 变成

的光子。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报道，为了测试上述想法，物

理学家对从英仙座星系团内名为 NGC 1275 的明亮伽

马射线源发出的伽马射线进行了观测。在地球与该星

系之间，存在很多磁场，它们是光子或暗物质粒子的必

经之地。因此，如果 ALPs的确存在，那么，当它们与伽

马光子之间相互转换时将被“逮个正着”。但遗憾的

是，近 6 年来，费米太空望远镜并没有观测到相应的粒

子“变形”。因此，要么是这些 ALPs不按常理“出牌”；要

么它们并不存在。

郭万磊说：“最新研究意义重大：在理论方面，该结

果对相关理论模型的构建有很强的约束；在实验方面，

该结果能指导未来相关实验的设计和建造。”

类轴子粒子或非暗物质备选粒子
专家称此研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

常丽君）化石燃料会产生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替代能

源。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

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最近在《自

然·能源》杂志发表文章提出，在找到高

效经济的替代能源之前，当前和不久的

将来，金属有机框架材料（MOFs）有望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短期内既能用于捕

获和转化二氧化碳，长期又能帮助生产

和储存氢气，并以此为工具，最终形成一

个碳中和的能量循环。

MOFs 是 由 金 属 氧 化 物 构 成 的 材

料，结构多样，空隙极多。内部孔隙大

小、形状能通过有机和无机键来调整，可

以捕获氢气、二氧化碳等气体，而且许多

MOFs 能在不同温度、压力条件下保持

高度稳定。

从长期看，氢气是清洁能源的最终

目标，但存储是一大难题，要求低温高

压，存储和生产的成本都太高，而能吸收

氢气的 MOFs有助于解决存储问题。目

前已有的两种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MOF-177 和 MOF-210，都能吸收大量

氢气，但仍需低温存储，且合成成本过

高。研究人员仍在寻找相对廉价、更易

储氢的 MOFs新结构。

从中期看，天然气是一种过渡能源，

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碳比汽油少，开采

技术和基础设施在许多国家已相当完

备，但它所需的存储空间比汽油大。美

国能源部先进研究计划署有一个新计

划，目标是开发出可行的甲烷存储系统，

并提出每克吸附剂吸附甲烷的具体值。

迄今为止，MOFs正在接近这一目标，使

用 MOFs 容器可多存储 3 倍的天然气。

最近报道的一种铝-soc-MOF-1，每克

吸收的甲烷量离美国能源部的目标仅一

步之遥。

从目前看，MOFs可从捕获和转化两方面减少化石

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MOFs 的孔隙和化学性质都可

调整，如镁-MOF-74在室温下能吸收的二氧化碳达自

重的 37.9%，但它仍需改进。此外，MOFs还可作催化剂

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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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巴西基础设施落后常为民众所诟病。

城市污水处理率低和不完善的自来水供应网络，更是

引发了许多健康问题。根据巴西卫生部提供的数据，

巴西全国只有 39%的城市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日

趋严重的水污染直接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与

生命健康。

为此，巴西政府把治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

生工程，开始划拨巨资，进行城市排污管线、污水处

理设施等方面的大规模建设。按照“政府加速增长

计划”要求，联邦政府拟投入 30 亿美元用于建设和

改造全国 1198 座城市的雨水采集、自来水供应和污

水处理系统，全面改善巴西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

质量。

污水也是可用的重要资源

圣保罗市城市规划办公室的罗德佩纳工程师对

科技日报记者介绍说，未经处理的城市污水直接排入

水体，污染了水源，在圣保罗市主要河流的溶解氧几

乎常年为零，这些河流在一年中的很多时候呈现出生

态死亡的状态。另外，研究表明，城市地下水受到污

染的区域占 58%，由水污染造成的疾病约占所有疾病

的 31%，威胁全体居民的生命健康。罗德佩纳向记者

强调说：“水卫生是一件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你按下抽

水马桶，你认为水卫生已经结束了，但如果没有经过

污水处理，问题依然存在。”污水处理工程是一个“隐

藏在地面之下不经常让人看得见的”工程，污水处理

是确保市民健康最有效的防护措施，在降低婴儿死亡

率方面尤为重要。

罗德佩纳指出，水污染严重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主要制约因素，应该得到政府以及环保工作者的高度

关注。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自 200 年前工业革命以来，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污水处理率已成为一

个地区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水污染防治必须从源

头减量抓起，以治污为本。同时还要认识到污水、废

水是可贵的资源，要努力实现污水、废水的资源化、能

源化。污水中的“水”是首先应该利用的最主要资

源。通过再生系统，污水可以转化成能够再次利用的

再生水。扩大城市污水再生利用规模，可以显著增加

国家的可利用水资源总量，有利于农业灌溉和工业利

用以及增加饮用水供给。

废水回收以后用途广泛

目前在圣保罗州，再生水主要用于四个方面。

农业灌溉用水：城市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的再生处

理后，一般都能够满足农田灌溉的水质要求，对污水

处理厂附近的农田进行灌溉，就成了污水再利用的

最便捷途径。工业用水：根据不同行业对水质的标

准，选取用水量大、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化工企业作为

污水再生利用的重点。市政、园林用水：经过处理后

的再生水完全能够满足对市政、园林用水的标准，它

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优质饮用水资源，减轻了资源

的负荷。生活杂用水：使用经过污水处理的再生水

来冲厕所、浇花、洗车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

的用水紧张问题。

罗德佩纳认为，废水回用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于：

一是回用途径的选择，应优先回用于农业及灌溉；二

是水质控制与管理，要制订不同回用途径的水质标

准，配套相应的处理技术与设备；三是经济激励政策

的保证，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

用，合理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形成合理预

期，吸引更多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

股权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投资建设

和运营服务，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和运营效率；四是经

济、高效废水再生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鼓励企业要

重视污水、废水处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水资源

再生利用率。

三大技术将处理生活污水

记者了解到，目前圣保罗市污水处理设施主要有

两种建设方式：一是配套完善城市周边市政管网，具

备纳管条件的，优先考虑建设污水收集管道并入市政

管网，最后进入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二是对于周

边市政管网无法或尚未覆盖到位，或因地形地势等因

素无法直接纳管的，采用在污水收集管道末端，建设

分散式小型污水处理设施，就地处理收集来的污水，

尾水就近排入水体或循环利用。

最后，罗德佩纳向记者介绍了未来圣保罗市生活

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趋势：一是膜分离技术（微滤、反

渗透、膜生物反应器等）将被大量应用于生活污水处

理中，使污水处理由单纯净化转变为以污水为原料的

“再生水制造厂”；二是大力推广以除磷脱氮为核心的

强化处理技术，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絮凝沉淀技术、高

效过滤技术、现代消毒技术和人工湿地等生态净化处

理等处理工艺；三是为降低现有污水处理能耗水平，提

倡运用基于数据处理的新方法对污水处理过程进行模

拟，实现污水厂工艺全程优化与智能调控，从而达到提

升自动化控制水平、提高出水水质和降低污泥管理成

本的目的。

（科技日报圣保罗4月25日电）

巴西：治理城市污水有妙招
本报驻巴西记者 邓国庆

4月 25日，在德国汉诺

威工业博览会上，一名女孩

体验虚拟现实眼镜。

当日，2016 年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正式开展。今

年展会的主题为“融合的工

业——发现解决方案”，主

宾国是美国。展会将持续

至29日。

新华社记者 张帆摄

对伽马射线的观测并未发现由所谓“类轴子粒子”
变成的光子（示意图）。

科技日报莫斯科4月 26日电 （记者亓科伟）据俄

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最早将于 2017 年后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以辐照杀菌为主的食品冷杀菌技术。

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究所及新西伯利

亚国立大学放射研究中心主任布里亚兹金介绍，俄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通过法律，允许在食品加工领域使用辐

照杀菌技术，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还需要 1至 2年时间，

因此，该技术在俄大规模应用不会早于 2017年。

布里亚兹金指出，辐照杀菌技术可以显著延长食

品保质期，特别是那些无法通过热杀菌技术进行处理

的食品，如蔬菜、冷藏肉类、谷物等。目前这些食品主

要采用气调保鲜法，如采用辐照杀菌技术，冷藏肉类

的保质期可延长 2 至 3 周，土豆和谷物发芽则会被完

全抑制。

目前，俄国内对于辐照杀菌的安全性仍持谨慎态

度。部分学者认为，尚无证据证明该方法是绝对安全

的。布里亚兹金对此解释说，未来将使用低于 5 兆电

子伏特（MeV）的低能电子束照射食品，这一数值低于

国际通行的 10MeV 标准；而且实验中没有观测到光致

蜕变反应，在关闭加速器后，食品中也没有检测到辐

射数值。

布里亚兹金指出，实际上，前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

采用辐照杀菌技术的国家。早在 1958 年，部长会议就

通过决定，允许使用该技术对土豆和谷物进行消毒。当

时，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在敖德萨的谷

仓曾安装了两台加速器，通过辐照杀菌防止加拿大谷象

的输入。目前，俄市场上的很多进口产品也采用了辐照

杀菌技术。“比如香料，它们只能采取辐照杀菌技术进行

处理，否则就无法通过入境检验检疫。”

据预测，未来俄大规模推广辐照杀菌技术后，一台

工业用加速器的价格约在 100 万美元至 300 万美元之

间。布里亚兹金认为，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若干个食品

加工企业共同建设使用一个辐照加工中心，这样可有效

减少新技术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

俄拟明年之后推广食品辐照杀菌技术
冷藏肉保质期可延长 2至 3周 据新华社巴黎4月 25日电 （记者张雪飞）格林

尼治时间 25 日 21 时 02 分（北京时间 26 日 5 时 02

分），一枚俄罗斯“联盟”运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

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约 4 小时后，5 颗卫星均已进入

预定轨道。这是今年阿丽亚娜航天公司首次发射

“联盟”火箭。

该公司介绍，“联盟”火箭搭载的 5颗卫星包括欧

洲“哨兵－1B”环境监测卫星、法国国家航天研究中

心的微型科学卫星 MicroSCOPE，以及欧洲航天局

“放飞你的卫星”项目的 3颗立方体卫星。

火箭升空后，5 颗卫星陆续与火箭分离，进入目

标轨道。其中，“哨兵－1B”卫星首先分离。该卫星

由泰雷兹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制造，重约 2.2 吨，预计

工作寿命为 7年。

“哨兵”系列地球观测卫星是欧洲“全球环境与安

全监测系统（即哥白尼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共有6

组，具有不同的观测功能。该系列卫星主要用来观测

陆地和海洋环境，旨在帮助欧洲进行环境监测、满足

其安全需求，同时为应对和管理自然灾害提供帮助。

“放飞你的卫星”项目 3 颗立方体卫星随后分

离。这个项目是欧洲航天局与欧洲多所大学合作开

展的一个教学项目，目的是在辅助大学课程的同时

激发学生们对科技和航天事业的热情。

MicroSCOPE 卫星约在升空 4 小时后与火箭分

离。这颗卫星重约 0.3吨，携带分别由钛和铂铑合金

制成的两个金属同心圆柱体，目的是要在太空中进

行自由落体实验，从而检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

一个基本假设——等效原理。

阿丽亚娜用“联盟”火箭发射5颗卫星

据新华社渥太华4月 25日电 （记者李保东）加

拿大公共卫生局 25 日宣布，其下属的国家微生物实

验室检测发现了该国首个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寨卡

病毒的病例。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称，这名感染者来自安大略

省，血液检测确认其通过性传播途径感染了寨卡病

毒。此人的伴侣曾去寨卡病毒流行地区旅行并感染

了寨卡病毒。

截至目前，加拿大共报告 56人感染寨卡病毒，除

1 例性传播病例之外，其余均为输入性病例，即因赴

寨卡流行地区旅行而感染，其中有两名感染者是孕

妇。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呼吁孕妇不要前往寨卡病毒

流行地区旅行，并建议到这些地区旅行的加拿大人

在回国后至少半年的时间里，坚持使用避孕套。

寨卡病毒主要通过埃及伊蚊传播，目前美国等一

些国家报告有零星的性传播感染寨卡病毒的病例。

人在感染寨卡病毒后可能患上寨卡热，症状与

登革热相似，包括发热、红疹、头痛、关节痛、肌肉痛

以及非化脓性结膜炎等。绝大多数感染者病情温

和，但孕妇却需要格外防范寨卡病毒。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本月 13 日得出确定性结论认为，寨卡

病毒与新生儿小头症和其他几种出生缺陷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加拿大发现首个性传播寨卡病例

新华社东京4月 25日电 （记者华义）日本的一

个研究小组培育出一种接受紫外线照射时身体会发

出绿光的长尾猕猴，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对猴子的转

基因研究来寻找治疗人类疾病的新方法。

日本共同社 25 日报道说，由于猴子比老鼠更接

近人类，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和实验动物中央研究所

的研究小组一直在进行长尾猕猴的转基因研究。研

究人员将能编码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基因嵌入长

尾猕猴的卵子中，然后再让其受精，最终生下来的小

猴身上就有这种能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

研究人员介绍说，正常情况下这种转基因猴

的外观和普通长尾猕猴没有差别，但接受紫外线

照射时，这种转基因猴就变成全身发绿光的“绿

光猴”。

研究人员希望利用这种转基因猴来研究人类疾

病，例如假若能将编码荧光蛋白的基因和一些疾病

的致病基因一起嵌入猴子的受精卵，可能有助于发

现人类某些疾病的发病机制，进而开发新疗法。

日本研究人员培育出转基因“绿光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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