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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切努力，只为等候有品位
的你。

■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技日报北京7月 7日电 （记者刘霞）据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CERN）官网消息，大型强子对撞机底夸

克实验（LHCb）团队近日报告称，他们通过分析大型

强子对撞机（LHC）获得的数据，发现了 3 个新的“奇

异”粒子并证实了第四个“奇异”粒子的存在。这些

“四胞胎”粒子全由 4 个夸克组成，但拥有不同的质量

和属性。

1964年，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与乔治·茨威

格提出，所有强子（受到强相互作用影响的亚原子粒

子）都由若干种叫做“夸克”的粒子组成。然而，一段

时间内，科学家们观察到的强子要么由一对夸克-反

夸克组成（介子）；要么由三个夸克组成（重子）。不

过，在过去 10 年间，有多个科学团队发现了由三个以

上夸克组成的粒子的证据。例如，美国费米国家实验

室费米碰撞探测器团队于 2009 年发现的 4 个夸克粒

子 X（4140）。后来，LHC 的紧凑渺子线圈（CMS）团队

和费米实验室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 Dzero实验小组也

都报告了类似的结果。

在最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对 LHC 首次运行（从

2010—2012 年）的整套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个 B+

介子衰变成 J/ψ、φ介子和 K+介子的过程进行详细分

析。除再次发现 X（4140）外，他们还首次发现了 3 个

质量更重的新粒子，并根据其质量分别命名为：X

（4274）、X（4500）和 X（4700）。每个粒子由 2个粲夸克

和 2 个奇夸克采用独特方式排列而成，成为首个完全

由重夸克组成的粒子家族。进一步的测量发现，每个

粒子各自拥有独特的内部结构、质量和量子数。

美国雪城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克瓦尔尼

茨基说：“这是我们首次发现这一家族，将帮助我们厘

清不同理论模型之间的区别，理论学家们也将使用测

量结果加强对粒子的形成，以及物质基本结构的理

解。”此外，去年 7 月份，LHCb 团队还首次发现了“五

夸克”粒子。

我们可以看不懂这复杂的研究内容，但应该理

解科学家为什么要研究夸克粒子——对物理学而

言，新粒子家族的出现可以帮助建立新模型，刷新人

们对四夸克粒子的认识，并进一步洞悉让夸克紧密

结合在一起的强作用力；

而从大方向来讲，作为一

个基本单元，只有了解了

夸克，才能真正明白物质

的形成。

3个四夸克新粒子首次“现形”
有助研究粒子形成与物质结构理论模型

科技日报北京7月 7日电 （记者谢宏）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7 日在京发布

消息，该局在南方复杂构造区的贵州省遵义

市正安县安场镇部署实施的安页 1 井获得

了二叠系栖霞组油气、志留系牛石栏组致密

气、五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和奥陶系宝塔

组天然气的“四层楼”式油气重大突破。

何继善、康玉柱等7位院士认为，安页1井油

气调查的重大突破是里程碑式的，对于南方复杂

地质构造区和贵州省油气勘查是开天辟地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康玉柱在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该项目创新性地提出了复

杂地质构造区油气成藏理论和“四层楼”油

气成藏模式，采用地震频谱烃类检测、波速

压力预测等新技术，以及地质—地震一体化

储层评价与油气预测方法，科学论证选定井

位。充分发挥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地质资

料和研究优势，突破前人关于复杂地质构造

区油气难以保存的认识，创新性地提出了

“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构造保存稳定、地层超

压”三位一体的选区原则，通过系统的油气

基础调查优选有利区，确定了油气目的层

系，为实现油气战略突破打下坚实基础。

“对其中一个层系进行了气量测试，每日

稳产超 10万立方米，属高产天然气井。贵州

遵义安页 1 井页岩气、油气调查重大突破是

‘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和南方油气资

源战略选区调查项目’取得的成果。”安页1井

总指挥、国家页岩气重大科技专项项目负责

人、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程首席科学家

翟刚毅说，调查实现了油气新区、油气新类型、

油气新层系、油气新理论、油气成藏新模式的

“五新”重大突破，对于支撑长江经济带战略，

促进沿江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四层楼”油气蕴藏让人刮目相看

新华社天津7月7日电 （记者周润健）记者 7 日从

中科曙光获悉，在国家高科技计划“863”课题支持下，

这家公司联合国内外知名高校、研究院所、芯片和半导

体器件制造巨头，研制出我国首款面向云计算的新一

代服务器——星河 SDC1000，可以有效地面对“亿”级

用户同时在线并访问的情况，解决了传统服务器体系

结构与云应用负载不再匹配的问题。

星河 SDC1000 将 32 颗英特尔处理器等资源高密

度地集成在一台 4U 标准机箱中，可兼容传统服务器的

生态环境，可运行 Hadoop、Spark 程序以及其他服务器

管理和资源调度软件。其性能功耗比和整体服务能力

较现有水平提升 10倍，是一种低成本、低功耗、高密度、

高效能的融合架构服务器。

中科曙光公司副总裁沙超群说，目前的大型云计

算中心基本采用传统服务器集群作为数据处理平台，

普遍存在功耗大、密度低、难管理等问题，而“星河”面

向云计算典型应用需求，实现了性能功耗比和整体服

务能力均有较大提升的低成本、低功耗、高效能的软

件定义服务器设计理念，并在关键技术上实现了创新

突破。

“星河”的创新突破意味着并发通用服务器从“万

级”步入“亿级”。沙超群解释说：“如果说传统服务器

是服务器界的普通汽车，‘星河’就像服务器界的‘概念

车’，豪华、定制，实现高性能。”

多年来，中科曙光在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支持

下，一直致力于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探索与研发，从

曙光一号、曙光 1000到曙光 6000，先后研制成功了百万

亿次和千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系统。

我首款面向云计算的服务器问世
星河 SDC1000 可有效面对亿级用户同时在线访问

入汛以来中国南方地区已

连续出现多次强降水过程，部分

城市遭遇“内涝成海”的尴尬。

年年暴雨，年年内涝，中国城市

似乎陷入“治水方式”之困，而打

造“海绵城市”则提供了一种从

“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治理”的

智慧治水新思路。

何谓“海绵城市”

“海绵城市”的国际通用术

语为“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

建”，指的是城市像海绵一样，

遇到有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

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

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

环，在干旱缺水时有条件将蓄

存 的 水“ 释 放 ”出 来并加以利

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

动更加“自然”。

“海绵城市”的核心理念是

就地解决水患，而非把水转移到

他处。目前国内多地遇洪后，多

采取紧急排洪方式，将上游灾害

转移给下游，难免殃及泄洪区

村镇。而“海绵城市”系统是一

种弹性的、可循环的治水方式，

让 城 市 内 部 消 化 雨 洪 。 建 设

“海绵城市”的关键是一方面保

护和恢复原有的河湖、湿地、民

间坑塘等具有集水涵养功能的

自然“海绵体”；另一方面是通

过科学规划打造人工湿地、雨

水花园、下沉式绿地、“绿色”屋

顶等人工“海绵体”，就地蓄留和

消化雨洪。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 10 月印

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

导意见》，提出通过“海绵城市”

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

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

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将 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

利用。“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是

指导意见勾画出的未来生态型

城市图景。

“ 海 绵 城 市 ”的 理 念 已 经

让 国 外 不 少 城 市 得 以 从 容 应

对水患。

荷兰鹿特丹
的“水广场”

有“低地之国”之称的荷兰

约 有 四 分 之 一 国 土 低 于 海 平

面，包括全球最大港口城市之

一鹿特丹。它也是荷兰面对水

患的第一前哨，面临海水、河水、雨水与地下水四种水

的威胁。

由于现存沟渠和河道无法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

鹿特丹采用打造“水广场”的方式智慧治水。水广场由

几个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间有

渠相连。平时，这里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一旦暴雨

来临，水往低处流，水广场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

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

在水广场，雨水不仅可在不同水池循环流动，还可以被

抽取储存作为淡水资源。

德国多级雨水利用系统

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处理雨洪的思路从单纯

的排放转化为利用是“海绵城市”的另一大理念。德国

就建立了多级雨水利用系统，实现“变废为宝”。首先，

屋面雨水积蓄系统通过将雨水简单处理，用作厕所冲洗

和庭院浇洒等非饮用水。其二是雨水截污与渗透系统，

道路雨洪通过排污管道排入沿途大型蓄水池，管道口的

截污挂篮可拦截雨洪携带的污染物；城市地面的可渗透

地砖则能有效减少径流。最后是生态小区的雨水利用

系统，小区沿排水道修建了植有草皮的可渗透浅沟，供

雨水下渗。超过渗透能力的雨水则进入雨洪池或人工

湿地，同时构成水景。

建“海绵城市”须防大兴土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建设“海绵城市”并不意味着

一味大兴土木搞工程，甚至进行“破坏性建设”。恢复城

市本身的自然生态本底，对天然存在的绿地、湿地、河湖

等景观的保护和修复，充分调动自然本体消化、吸收雨

洪的作用也是关键。我国在长期城镇化建设中出现了

开发强度高，屋面、道路硬质铺装多等问题，一定程度上

破坏了土壤的渗水功能。对于这些过度硬化，就要“去

工程化”，充分发挥自然与城市的“绿色协调效应”。

城市需要探寻与水共生的和谐方式，“海绵城市”提

供了“化刚为柔”的治水方式，并把水患威胁转化成了城

市改造更新的契机。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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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武汉7月7日电（记者刘
志伟）今天武汉降雨停止，天气好转，气

温开始迅速回升，部分路段积水尚未退

去，一些小区民居渍水情况仍然严重，

记者在南湖一小区看到，很多人仍然赤

脚趟水进出。专家提醒尽量不赤足接

触内涝积水，呼吁市民加强自我防护。

记者从武汉市疾控中心及多家医

院了解到，近日因下雨趟水患上各种

皮肤病的市民骤增，主要是脚气（足

癣）、浸渍性皮炎、虫咬性皮炎、皮肤外

伤感染等，严重的还患上了丹毒。

医生表示，丹毒是一种累及真皮

浅层淋巴管的感染，主要致病菌为 A

组β溶血性链球菌。轻度擦伤或搔

抓、慢性小腿溃疡等均可能导致此

病。一般发病急剧，常有畏寒、发热等

全身症状，与普通感冒症状相似。

一般大雨过后，渍水很脏，有许多

病菌，市民趟水后细菌容易从皮肤毛

孔趁虚而入，钻到淋巴管里，从而引发

丹毒和淋巴管炎等。如脚上有破口，

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教授梁

红提醒，趟过积水的市民，回家后要及

时清洗皮肤，有破损伤口及时用碘酒

消毒。本身有脚气等真菌感染的市民

可涂擦药物预防，防止病情加重。如

皮肤出现红、肿症状 2—3 天未缓解，

应到医院治疗。

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传染病专家

文丹宁介绍，一般出现洪涝灾害后，容

易出现痢疾、红眼病、血吸虫病等传染

病，这是与水源被污染、洪水过后人们

相对聚集，互相接触频繁有关，为消

化道类、接触类传染病的扩散创造了

条件。

雨后清淤消杀及防“四害”显得尤

为重要。武汉市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

所所长陈晓敏提醒，广大市民应做好

渍水后的卫生防病。

“积水退去后，很可能留下大量病

菌，大件家具如沙发、床、桌椅等，尽量

消毒后曝晒，污水泡过的衣物、床单可

用 84 消毒液浸泡，清洗后再使用。另

外，控制‘四害’孳生也尤为重要。”陈

晓敏提醒，暴雨过后，要清除沉积淤泥、动物尸体，疏通

水沟，填埋积水，防止其中的蚊虫孵化。户外门、窗及

室内也要用药喷熏蚊虫。

“渍水严重地区的饮水消毒问题也不容忽视。”陈

晓敏说，特别是偏远城区有使用水井的地方，对被洪水

淹没的水井，要彻底消毒之后才能使用。

专家提醒市民特殊时期注意以下几点：不食用受水浸

泡过溅过的散装食品；喝清洁的饮用水，生水应烧开后饮

用；饭前便后要洗手，加工食品前要先洗手；制作食品前将

原料用清洁的水清洗干净，不使用污水清洗瓜果、蔬菜；制

作食品要烧熟煮透；搞好环境卫生，尤其注意管好厕所卫

生；受灾后室内要开窗通风，墙体和地面可用消毒粉按比

例溶解搅匀后直接喷洒；如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时，应立

即到医院就诊，及时发现、诊断、治疗和隔离病人。

记者从武汉市卫计委了解到，当前已在重点血吸

虫疫区加强了“血防监督岗”，派出专人看护，提醒居民

不要接触疫水。对所有参与一线防汛的人员均予以登

记，并给予其服用预防血吸虫病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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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7月 7日电 （记者张汨汨 黄书波）中

国自主发展的运－20 大型运输机入列空军后成功首

飞。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在 7 日举行的“空军

运－20飞机列装首飞记者见面会”上称，这是中国空军

战略腾飞的又一次起飞，是空军飞行员放飞强军梦想

的又一次起飞。

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中国人民期盼，空军官

兵期待。申进科表示，与“列装首飞”同样需要铭记的

是，2013 年 1 月，空军试飞员驾驶运－20 飞机成功首

飞；2014 年 11 月，空军试飞员驾驶运－20 飞机首次参

加中国国际航展，展现了中国力量、精神和文化。

首飞，见证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

70 年前的盛夏，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

航校”的教练机首次飞上蓝天，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航

空力量开始形成。70 年来，人民空军已从当年的“马

拉飞机”“酒精代汽油”发展成为一支由多兵种、多机

种组成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作为空军战略性、标志

性、引领性装备的运－20，续写着中国空中力量建设

的新篇章。

运－20 首席试飞员邓友明表示，运－20 不但具有

优良的气动特性、起飞着陆特性和承载能力，而且具

有较高的延伸性、可靠性和安全性，各项性能指标完

全达标，满足设计要求，甚至部分指标高于预期，对遂

行抢险救灾、人道主义救援等多样性行动，提高空军

战略投送能力和我军有效履行使命任务能力，都具有

重要意义。

运－20所在师师长陈钢说，运－20的列装首飞，为

提升空军战略投送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科技

的发展进步、装备的更新换代、任务的拓展延伸，原有

运输机已不能满足战略运输和未来作战的需要，而

运－20飞机能从根本上解决以往战略投送能力不足的

问题。

“今后，我们将苦练精飞，使运－20 尽快形成执行

多样化任务的能力，确保国家利益拓展到哪里，我们的

战略投送力量就跟进到哪里，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赋

予的历史使命！”陈钢说。

运－20大型运输机入列空军后成功首飞

7月7日，首届双脉冲钬激光脊椎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功能神经外科朱宏伟教授（右一）为同行演示微创脊柱内镜手术。 新华社记者 唐召明摄

科技日报北京7月7日电（记者李大庆）记者从中

科院获悉，由财政部支持、中科院国家天文台承担的国

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新一代厘米—分米波射电

日像仪”6 日在内蒙古正镶白旗明安图观测站通过验

收。它的建成填补了在太阳爆发能量初始释放区高分

辨射电成像观测的科学空白。

太阳剧烈活动研究是太阳物理的主要方向，也是

我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在学科发展和

科学前沿问题中部署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自上世纪

六十年代起，中国太阳物理界就提出过建设射电日像

仪的各种方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本世纪

初，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颜毅华研究员及其团队首次提

出中国射电频谱日像仪的研制方案。财政部于 2009年

12月正式立项这一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建成的新

一代太阳专用射电望远镜，由分布在方圆 10 公里的三

条旋臂上的 100 面天线组成高、低频两个综合孔径阵

列，具有在超宽频带上同时以高时间、空间和频率分辨

率进行太阳观测的能力，将填补在太阳爆发能量初始

释放区高分辨射电成像观测的科学空白。

验收专家组由著名太阳物理学家、南京大学方成

院士担任组长，组员包括朱能鸿院士、吕达仁院士、王

水院士、万卫星院士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张捷教授

等 11人。

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新建成的“新一代厘米—分

米波射电日像仪”是国际太阳射电物理研究领域的领

先设备，为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活动研究提供

了新的先进的观测手段，将极大的促进太阳物理和空

间天气科学的发展。

新一代太阳专用射电望远镜通过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