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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近日在微观

尺度下，拍下了世界上最

强大的 X射线激光器将液

体瞬间蒸发的情景。

据新浪科技消息，这

些激光器利用极为明亮、

速度极快的光束来拍下蒸

发过程的频闪照片，而液体蒸发正是自然界中速度最快的现象之一。

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希望能更好地利用这些 X 射线激

光器，同时对激光蒸发液体的过程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测验在斯坦福大学的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SLAC Na-

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中进行，使用了该实验室的直线性连续

加速器光源(Linac Coherent Light Source，简称 LCLS)，这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 X射线激光器。

图为 X 射线脉冲使部分水流蒸发的情景，两段的水流形成了一

层薄薄的“水膜”，形状像两把雨伞。图为 X 射线脉冲使部分水流蒸

发的情景，两段的水流形成了一层薄薄的“水膜”，形状像两把雨伞。

世界最强大激光器
蒸发水滴瞬间

形成“水膜”似雨伞

美国宇航局“朱诺”号

探测器预计于 2016 年抵

达木星，进入一个椭圆形

极轨轨道来研究这颗巨型

气态行星。“朱诺”号将反

复来回于行星和其带电粒

子辐射强带之间，在约一

小时内，它可以从一个极移动到另一个极，用最接近的方法抵达

5000公里的云层顶部。

“朱诺”号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类对木星形成和进化的理解。它

对木星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人类自己太阳系的历史，并提供关于行

星系统如何形成、如何在银河系内外发展的新见解。

自五年前启动以来，当“朱诺”号飞船加速通过太阳系时，已经有

三股力量在拖拽着它。太阳、地球和木星都是有影响的。

“朱诺”项目主管表示，现在木星的引力作用与太阳的作用齐驱

并驾。而过了今天，接下来木星引力将成为主宰，而其他天体对探测

器的轨道扰动会减少到微不足道的地位。“朱诺”号于 2011 年 8 月 5

日启程，它将于今年 7 月 4 日执行一个木星轨道进入的动作，开启一

个 35 分钟主发动机的燃烧过程。这意味着飞船目前 1212 英里每小

时速度将发生改变。一旦进入轨道，飞船将环绕木星轨道运行 37

周，掠过 3100英里（接近 5000公里）以上的云层顶部。

探测器“朱诺”
穿越木星与太阳的

引力边界

近日在克罗地亚一处

洞穴内发现了一种奇怪的

昆虫，可能颠覆人们对于

地下飞行动物的认知。一

直以来，蝙蝠被认为是唯

一一种能在完全黑暗的环

境中飞行的动物，而现在，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结合了所有盲飞特征的昆虫，这表明该物种很

有可能是世界上首个穴居飞行动物。据腾讯网报道，这个昆虫在克

罗地亚的一处洞穴体系中约地下 1000米处被发现，这个洞穴是世界

上第 14深洞穴。

研究人员认为，苍白的躯体颜色，退化的眼睛，以及长长的腿

部等特征都表明它们是“典型的洞穴动物”。而真正令这个名为

T. Hajdi 的昆虫与众不同的是它们宽大的翅膀。近日，发表于

《Plos On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研究人员认为此次发现挑战

了人们长久以来的认知，即蝙蝠是唯一一种能在完全黑暗的环境

中飞行的动物。

研究人员认为 T. Hajdi属于单性繁殖动物。单性繁殖的动物通

常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交配十分困难。而在

本次考察中，研究人员只发现了雌性昆虫。由于 T. Hajdi是在高度

隔绝的洞穴深处被发现的，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几乎不可能与外界的

生物有所交流。尽管该生物的更多特性还有待观察，此次发现至少

支持了一个理论，即洞穴是“极端地下生物多样性”的聚集地。

克罗地亚洞穴
发现奇怪昆虫
颠覆人们认知

查漏补缺

匈牙利物理学家在正负电子谱仪中发现了

一种异常的放射性衰变，他们认为这代表着一种

新的粒子。但在一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看来，认

为这或许代表着自然界的第五种相互作用。

最近物理学家们为搞清这件事忙活了起来。

由阿提拉·卡撒兹纳霍凯（Attila Kraszna-

horkay）领导的匈牙利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团队

于 2015 年在论文预印本网站 arXiv 上公布了这

一发现，并于今年 1 月在《物理评论快报》（PRL）

上发表了论文。但这篇号称发现了一种只比电

子重 34 倍的玻色子的论文，并没有得到学界的

关注。

然而，4 月 25 日，一组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在

arXiv 上发布了一篇新的论文，对匈牙利团队的

数据进行了再分析，发现他们的结果并不与任何

已知实验相冲突，并进一步推断他们发现的可能

是第五种基本相互作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

物理学家冯孝仁（Jonathan Feng）说：“我们把原

本艰涩难懂的数据梳理得更加清晰了。”他是这

篇 arXiv论文的第一作者。

4 天后，冯孝仁团队的两位成员在于美国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举行的研讨会上报告并

讨论了这一发现。当时参会的研究者之一，托马

斯·杰斐逊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博格丹·沃切豪斯

基（Bogdan Wojtsekhowski）透露，当时其他研究者

虽然抱有怀疑，但都对这个想法感到激动不已。

“很多参会者都正在考虑如何通过独立的方

法来检验这一结果。”他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

团队都表示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确认或证伪

匈牙利团队的实验结果。

寻寻觅觅很多年寻寻觅觅很多年
第五种基本相互作用第五种基本相互作用

能否成为惊喜能否成为惊喜

物理学理论中有四大基本相互作用：引力、

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但也有很多

研究者提出第五种相互作用，只是都没有有力的

证据。过去 10 年以来，由于粒子物理的标准模

型无法解释暗物质（一种占了宇宙物质总质量的

80%以上，却不可见、难以捉摸的物质）的存在，

对第五种基本作用的搜寻更是逐渐升温。

理论物理学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奇特物质

粒子和携带作用力的粒子，其中就包括“暗光子”

（dark photon）。普通光子是传递电磁相互作用

的载体，而根据他们的理论，暗光子就是这种新

的相互作用的载体。

匈牙利团队的卡撒兹纳霍凯说他们就在寻找

这样的暗光子，而冯孝仁认为匈牙利团队找到的是

别的东西。后者的实验是将质子打到薄薄的锂-7

靶上，这会产生不稳定的铍-8核，放出正负电子

对。根据标准模型，放出的正负电子对彼此之间的

轨道夹角越大，其数量就越少，但该团队却发现，正

负电子对数量在 140°的角度处出现了一个不寻

常的“凸起”，在此之后才随着角度增大而减小。

寻找新的作用力

“我们对这一发现很有自信。”

卡撒兹纳霍凯认为，这个“凸起”有力地表明

铍-8 在此处分裂出了一种新的粒子，新粒子再

衰变成一个正负电子对。他们通过计算表明这

个新粒子的质量约为 17 MeV（兆电子伏特）。

“我们对这一发现很有自信。”卡撒兹纳霍

凯说。他们在过去的三年里已经重复了好几次

实验，消除了所有能够想到的误差来源。如果他

们所说的都是真的，那么这一“异常”的实验结果

只是纯粹偶然出现的概率只有 2000亿分之一。

冯孝仁则认为，这个17 MeV的粒子不是所谓

的“暗光子”。在分析了“异常凸起”，并与之前的实

验结果相比对以后，他们认为这个粒子可能是一种

“疏质子X玻色子”（protophobic X boson）。这类

粒子传递了一种极短程的相互作用，其作用距离只

有原子核直径的几倍。此外，暗光子可以与电子和

质子耦合，而这种新玻色子耦合的是电子和中子。

冯孝仁的团队还在分析是否有其他粒子能解释这

种异常现象，但疏质子X玻色子仍然是能最为简单

地解释该现象的一种可能理论。

到底是什么粒子

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理论物理学家杰西·
泰勒（Jesse Thaler）对此抱有怀疑。他说：“冯孝

仁团队提出的耦合太不寻常了，如果要我来对标

准模型进行补充以解释这一现象，我首先提出的

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观点。”不过，他仍在关注这一

提议：“或许这能成为我们对可见宇宙之外的物

理学世界的最初一瞥。”

研究者很快就能验证这一 17 MeV 的新粒

子是否确凿存在了。上文提到的杰斐逊加速器

实验室就在进行一个叫做“暗光”（DarkLight）的

实验，通过向氢气靶上轰击电子来寻找质量在

10 到 100 MeV 间的暗光子。该项目的发言人，

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ner）

表示，他们会优先以 17 MeV 的区域为目标，在

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能找到匈牙利团队所说的

的粒子，或至少对它与普通物质的耦合设立严格

的界限。

欧 洲 核 子 中 心（CERN）大 型 强 子 对 撞 机

（LHC）中原本用来研究夸克-反夸克衰变的

LHCb实验也会寻找该玻色子，除此之外欧洲还

有两个另外的实验也会向固定靶轰击正电子：一

个位于罗马附近的弗拉斯卡蒂国家实验室（预计

2018 年启动），另外一个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

布德克尔核物理研究所。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理论物理学家，同

时也是 SLAC 研讨会组织者之一的罗文·艾斯格

（Rouven Essig）认为，这种新玻色子“出人意料

的性质”会让物理学家很难确认它的存在，但他

很欢迎大家来检验它。“不做另外的实验来检验

这个结果就是疯了，”他说，“毕竟大自然曾给我

们带来过这样那样的惊喜！”

稿件来源：环球科学（科学美国人中文版）
撰文：埃德温·卡特利奇（Edwin Cartlidge）
翻译：丁家琦

非常规的耦合

目前物理学界公认，世界存在四种基本的相

互作用：引力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强相互作

用、弱相互作用。

在宏观世界里，能显示其作用的只有两种：

引力和电磁力。

引力是所有物体之间都存在的一种相互作

用。由于引力常量 G很小，因此对于通常大小的

物体，它们之间的引力非常微弱，在一般的物体

之间存在的万有引力常被忽略不计。但是，对于

一个具有极大质量的天体，引力成为决定天体之

间以及天体与物体之间的主要作用。

电磁相互作用包括静止电荷之间以及运动

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两个点电荷之间的相互

作用规律是 19 世纪法国物理学家库仑发现的。

运动着的带电离子之间，除存在库仑静电作用力

之外，还存在磁力（洛伦兹力）的相互作用。

引力、电磁力这两种力是长程力，从理论上

说，他们的作用范围是无限的，但是引力与电磁

力相比要弱得多。宏观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除

引力外，所有接触力都是大量原子、分子之间电

磁相互作用的宏观表现。

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是短程力，短程力

的相互作用范围在原子核尺度内。强作用力只

在 10-15m 范围内有显著作用，弱作用力的作用范

围不超过 10-16m。这两种力只有在原子核内部

核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中，才显示出来，在宏观

世界里不能察觉他们的存在。

从放射性原子核的β衰变中人类开始接触

到弱相互作用，以后在观测微观粒子衰变现象中

丰富了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实验积累。

人类对强相互作用的认识也是从核力作用

开始的。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原子核大小

在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数量级，每个核子的平均

结合能为 800 万电子伏特。原子核在裂变和聚

变反应中，可以释放大量能量。质子和中子能以

如此大的结合能来束缚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它们

之间必须有很强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开始称

为核力，后来发现它不仅存在于核子之间，也存

在于其他一些微观粒子之间，故统称为强相互作

用。存在强相互作用的粒子称为强子。强相互

作用比电磁相互作用又强了许多倍，但人类对强

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是极其初步的。

中学物理学过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
你还记得吗？

科技日报讯 （记者瞿剑）“中国主题公园建

设从 1989 年华侨城打造的锦绣中华开始，到现

在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国外主题公园品牌大举进

入，可谓蓬勃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聂建国在日

前召开的中国钢结构协会主题公园建设分会成

立大会上说。

主题公园建设分会由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发起，依托中国钢结构协会设立。

与会专家指出，主题公园在迅猛发展的同

时，也存有隐忧。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

《中国主题公园行业发展模式与投资战略规划分

析报告》，70%的中国主题公园处于亏损状态、

20%持平、只有 10%实现盈利，有 1500 亿元人民

币资金套牢在主题公园投资之中。

中国京冶副总经理王波认为，缺乏创新思

维，主题重复，产品单一，文化内涵不足，是致使

主题公园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目前尚未出台具体的行业标准和技术

规范，主题公园建设明显存在层次分化、高端稀

缺的现象。”中国钢结构协会会长岳清瑞则明确

指出，中国主题公园发展亟待转型。

与会专家认为，主题公园建设分会的成立或

将引领转型之路，以适应“黄金时代”对主题公园

的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加平表示，建设分会平

台可推动中国主题公园从粗放式运营向规模

化、集团化、多元化转变；促进主题公园产业

分工细化，人才培养专业化；依据主题公园需

求，有选择、有重点地推进主题公园方面的技

术创新和应用。

主题公园正迎来发展黄金期
科技日报北京 6月 1日电 （记者林莉君）1

日，记者从“第 39届 ISO 大会倒计时 100天”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2016 年 5 月，我国提交并立

项的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提案达 340 项，

其中 189项已正式发布为 ISO的国际标准。

据介绍，ISO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化

机构。ISO 标准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和通用

性，已成为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规则。ISO 大

会是 ISO 的最高全力机构，每年 9 月召开一次

会议。将对 ISO 重大国际标准化战略和政策性

等管理事务进行决策。第 39 届 ISO 大会将于 9

月 9 日—14 日在北京召开。

本届大会除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162个成

员外，还邀请了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

国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 13个国际组织参加大

会，共议标准如何支撑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

国家标准委副主任郭辉表示，承办此次盛会

将有助于展示我国标准化工作新形象，推动我国

为 ISO 未来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我国目前已有

46位专家担任了 ISO 技术机构主席职务，承担了

ISO 技术机构秘书处 70个，以积极成员身份实质

参与了 656个 ISO技术机构工作。

我国已有189项标准成为ISO国际标准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中国质量协会大

讲堂”系列公益活动日前在北京举行了启动仪

式，首期“中国质量协会大讲堂”活动于启动仪式

后举行，中国质量协会会长贾福兴、中国质量协

会秘书长段永刚等出席仪式。

“中国质量协会大讲堂”系列公益活动通过

“嘉宾现场演讲+场内互动+协会官网发布”的模

式，邀请国际、国内享有盛誉的质量大师、品牌大

师、具有先进管理经验与创新思想的企业管理者

作为演讲嘉宾，分析当今经济形势、产业环境，帮

助企业组织应对在质量发展与品牌建设过程中

所遭遇的问题与挑战。

此外，今年 7 月，由中国质量协会承办的国

际 TRIZ 年会将在北京召开。年会涵盖理论、经

验、研究、应用等内容，并组织到标杆企业观摩交

流等。

“中国质量协会大讲堂”将公益开讲

科技日报讯（记者游雪晴）首届中国考古学

大会 5月 21日在河南郑州举行，来自埃及、德国、

俄罗斯、日本等十余国，以及两岸、港澳地区的近

400名专家、学者与会。

本次大会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是中国现代

考古学诞生近百年来，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多

学科、开放式的国际学术盛会。中国考古学会理

事长、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说，这次大

会既是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也

是促进中国和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重要平台。

大会以“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

为主题，通过主题演讲、青年学者圆桌会议和国

外专家座谈会等形式，介绍国内外近年来重要的

考古发现、学术研究热点、焦点以及文物保护领

域的重点问题等，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其中，

既有埃及考古发掘近况、洪都拉斯玛雅城邦科潘

贵族居址新发现等近年来国外考古发掘的新成

果，也有江西海昏侯墓考古及保护理念、浙江杭

州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考古调查、郑州东

赵遗址考古发掘等主题报告。

当日，主办方颁发了“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

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奖”等奖项。其

中，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北

京大学教授宿白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河南举行

麦克斯韦总结了前
人一系列发现和实验成
果，于 1875 年提出了描
写电磁作用的基本运动
方程式，后来称为麦克
斯韦方程。这是第一个
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
它把两类作用——电与
磁——统一起来了，定量
地描述了它们之间的相
互影响相互转变的规律。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