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莲的每一个选择，都“创造”
出一个平行宇宙的分支。在这些平行
宇宙里，秀莲不仅成为功夫巨星，她
还是厨师、京剧演员、超级英雄……
在奥斯卡获奖影片 《瞬息全宇宙》
中，杨紫琼扮演的女主角秀莲一旦跟
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接通，就会

“下载”那个宇宙中的自己所掌握的
技能。

电影世界里，秀莲穿越到平行宇
宙，遇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平行宇
宙，到底是哲学上的唯心梦呓还是可
被证实的科学世界？

源于量子力学

简言之，平行宇宙是指多个宇宙
同时存在又相互独立。你可能会出现
在不同的宇宙里，这里的你在撸串，
那里的你可能在踢球。虽然听起来很
离谱，但平行宇宙的来源是跟物理学
上的量子力学密切相关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解释原子
物理实验中观测到的微观现象，玻
尔、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玻恩
等人建立了量子力学理论。在量子力
学界，科学家对“量子是如何运动
的”这件事持有不同观点。德国物理
学家海森堡认为，量子动起来不按套

路出牌，同一时间量子既在这里又在
那里。你一看它，它就会停止运动，
这个现象叫坍缩。因此，我们在观察
到它之前，你永远搞不清量子到底在
干什么，这就是已被科学实验证实的
量子叠加态。

人们始终难以完全理解量子力学
中的许多概念，其中一种影响很大但
仍有相当争议的解释，是美国物理学
家埃弗里特提出的“多世界理论”。根
据多世界理论，宇宙是由无数个平行
世界构成的，假定存在无数个世界以
此来避免所谓的波函数坍缩，造就了
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平行宇宙存在的“证据”

“薛定谔的猫是一个关于量子测
量的思想实验，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
理论。”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吴飙
相信平行宇宙的存在。他对记者表
示，按照多世界理论，这个实验结束
后，世界一分为二：在一个宇宙里，
猫是活的；在另一个宇宙里，猫是死
的。两个宇宙平行存在，不能互相感
知对方的存在。因此打开实验室大门
时，人们只能看到一种状态的猫。

吴飙认为，这两个宇宙一样真
实，并行存在。由于量子力学的演化

是线性的，它们会独立演化，互不影
响。每一次观测都会导致不同的平行
宇宙诞生。自然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着这样的“观测”。当宇宙射线照射
到一个生物体时，可能引起基因突
变，也可能不引起基因突变，这时世
界一分为二：一个平行宇宙里基因突
变了，一个平行宇宙中基因没有突
变。如果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畅想
无数的可能性：在有的宇宙里，鱼类
刚刚爬上陆地；再换一个宇宙，地球
上可能还只有单细胞生物。

当下我们所处的宇宙，真是沧海
一粟？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副教授陈征告诉记者：“仅仅按
照目前的平行宇宙假说，宇宙也有两
种平行的可能，就是从一个分裂成多
个，或是从多个逐渐‘坍塌’而剩下
一个。这些宇宙之间只能通过量子统
计来寻找蛛丝马迹，宏观现象上基本
没有物质、能量、信息的联系。”

一个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
的世界

平行宇宙是一个科学猜想，还是
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结论？在吴飙
看来，迄今没有任何实验可以否定多
世界理论。

“平行宇宙和现在的物理实验都
不矛盾，所以不能说它是错的；但同
时又没有一个实验可以证明它是对
的。”吴飙称，可以说平行宇宙是一
个猜想，这世界上谁也没看到平行宇
宙。按照现在的物理理论，平行宇宙
即使存在，它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任何
交流。但是未来物理学家如果统一了
量子力学和引力，根据这个新理论，
平行宇宙之间或许可以交流。

陈征也更倾向于平行宇宙是科学
猜想，因为它目前还没有一个可行的

“测量方案”。“物理学构建的基本路
径有两条，一是‘归纳法’，从大量
实验观测中归纳总结规律，然后进一
步通过更多的实验验证规律形成定
律；另一条是‘演绎法’，从一个或
几个基础的命题出发，通过逻辑演绎
和数学推理提出理论和可验证的预
言，然后通过实验去反复验证理论所
做的预言。”显然，平行宇宙还得不
到理论的加持和实验的验证。

从一个充满辐射的“炼狱”，到
宇宙大爆炸后原子的形成，再到物质
凝聚形成恒星和星系，太阳系开始形
成和演化，地球正好处于宜居带，这
一切是否都太巧合了？但根据多世界
理论，这又不是巧合。

平 行 宇 宙 ， 科 学 还 是 科 幻 ？
□ 科普时报记者 史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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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陈胜伟 记者张盖伦）
卷须是黄瓜、西瓜、南瓜等葫芦科瓜类作
物的重要攀爬器官，但在瓜类作物设施栽
培中，卷须则为多余器官，需要人工摘除
以便于藤蔓管理。

有没有一种技术让瓜类作物不再生长
卷须？记者日前从浙江农林大学获悉，该
校朱祝军教授领衔的设施园艺与品质调控
团队，研究揭示了葫芦科植物卷须变态发
育一个可能的保守基因通路 TEN-UFO，
可为葫芦科瓜类作物的“无卷须”育种和
轻简化栽培提供依据。相关研究于近日刊

发在期刊《新植物学家》上。
朱祝军团队的研究基于一份田间分离

获得的珍贵黄瓜卷须缺陷突变体tmd1。研
究发现tmd1为UFO基因启动子功能缺陷
突变体，UFO具有调控卷须变态发育和花
变态发育的双重功能。有趣的是，UFO调
控的上述两个功能可以相互独立。研究团
队 还 通 过 生 化 和 信 息 学 分 析 ， 发 现
TEN-UFO 可能为卷须发育关键调控通
路，瓜类作物卷须器官的进化形成，可能
与 UFO 启动子中一段保守基序获得相
关，提示其可能应用于葫芦科瓜类作物的

“无卷须”基因编辑育种设计。
“我们这项研究成果，发现了瓜类作

物可能存在一条共同的卷须发育调控路
径。未来或许可以通过基因组精准编辑、
杂交等技术，培育出各种瓜类作物的‘无
卷须’设施栽培品种。”朱祝军表示，瓜
类作物实现“无卷须”后，可大大降低藤
蔓管理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会有更多的营
养输送到果实，从而进一步提升作物果实
的品质。“今后，大家有望看到更多的

‘无卷须’设施栽培瓜类作物，也为提升
设施栽培的效率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新研究有望培育出“无卷须”瓜果

“体温烧到 39.2 摄氏度，浑身酸痛，恶心呕吐
……感觉这一波甲流来势汹汹啊！”每年的冬春季节
都是流感的高发期，但不少患过流感的人表示，今
年的流感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凶猛些。

今年的流感果真更厉害吗？是什么原因导致大
家出现这样的感受？科普时报记者为此采访了有关
专家。

发病率未明显上升，症状也没有更严重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主任
医师孟繁平介绍，今年的流感以甲流为主，它是由
甲型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一般
来说，流感比普通感冒症状更重，可导致持续发
热、头疼、肌肉关节酸痛、上吐下泻、周身不适等
表现，发热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老年人和儿童容
易出现胃肠道症状；严重的可导致肺炎，对老年人
基础病有诱发加重的风险。

“但是与 2019 年以前相比，今年甲流的发病率
并没有明显增加，群体症状也并没有比以前更严
重，其实就是一个季节性流感的状态。”孟繁平说，
大家感觉今年流感波及范围很广，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在抗击疫情的 3 年里，由于大家长时间戴口
罩，以及社交隔离，导致过去3年甲流的发病率明
显降低。而疫情后，人们密切接触增多，戴口罩也
明显松懈了，所以甲流的感染几率相对过去3年来
说，确实是明显增加了。

另一方面，这种季节性的流感，在2019年前虽
然每年都会发生，但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情况下
人们就把它当成普通感冒，没有过多关注，但是因
为现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家对呼吸道疾病的敏感
度和认知度提高了，觉得甲流好像一下就多了起
来。实际上，从临床监测来看，甲流发病率并没有
太明显的增加。

为什么身边很多人都觉得感染了这波甲流以
后，症状特别严重呢？

对此，孟繁平解释，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大部分
人都感染过新冠，这可能导致人们的免疫力降低，在感
染甲流后，一些人的症状确实可能会重一些。二是可能
存在样本误差的问题，致使人们的判断有失偏颇。

“身边感觉症状重的人确实有，但还有很多感觉
症状不算严重的人。从临床来看，这波甲流患者发
烧和肌肉酸痛的程度，跟2019年以前的甲流相比，
并没有更严重。”孟繁平说。

儿童48小时内服用奥司他韦可起到预防
作用

江西省儿童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弋仙
认为，儿童是流感的高发人群，通常感染率和发病
率较高。儿童免疫力较弱，再加上冬春季节变化和
气温不稳定，导致这一群体对流感病毒的易感性
增加。

“与成人相比，儿童排毒时间可长达 1 到 3 周，
经常作为传染源将流感病毒传播给家庭成员，或将
流感病毒带入学校和社区。”杨弋仙说，儿童预防甲流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在甲流流行前或流行期间进行疫苗接种。“此外，3月龄以上的儿童在
接触流感患者后48小时内，尽早服用奥司他韦可以起到预防作用。”

杨弋仙还强调，在流感流行期，家中儿童发热时间超过3天或出现
体温4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热，或是患儿出现呼吸困难、脸色苍白、呕
吐腹泻、尿量减少、神志不清等症状，都应第一时间就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
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我国在铁基超导、量
子信息、中微子、纳米、空间科
学、干细胞等原始创新基础研究领
域取得新的突破。国家统计局近期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基础
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同比增
长 7.4% ， 占 研 发 经 费 比 重 为
6.3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2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 则指
出，中国的全球创新排名为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步提升，位居36个
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

不 过 ， 与 主 要 发 达 国 家 相
比，我国基础研究不强仍然是整
个创新链条的短板。纵观全球，
世界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实力雄厚
的国家，尤其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和创新人才培养。面对激烈的国
际科技竞争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的背景，我们迫切需要凝聚科技
界力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 自 强 ， 打 造 全 球 科 技 人 才 高
地，建设科技强国。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大力弘扬
自由探索、大胆创新的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浩瀚星
空的金钥匙。夯实基础研究，需要
提高公众对基础研究的好奇心和探
索精神，需要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
环境。加强基础研究成果的科学普
及，则能为公众架起一座桥梁，让
基础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有
趣的方式让公众理解和掌握，进而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从长远看，科
学普及也是关乎国家发展和民族兴
盛的基础性工作，聚焦科技前沿开
展针对性科普，有助于推动在全社
会形成崇尚科学、热爱科学、学习
科学的良好氛围，也将调动激发亿
万 国 人 尤 其 是 青 少 年 的 创 造 性
智慧。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培养高水平的科技

领军人才和高层次科普人才。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发
挥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的作用。加
强基础研究，同时也要重视科普
人才队伍建设。科普能为创新人
才的成长培植沃土，专业的科普
人 才 能 将 更 多 的 科 技 资 源 科 普
化，助力公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提
升，为实现更高水平科技创新、
科技自立自强厚植根基。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培育国际
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的良
好生态环境。当今世界，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
量对比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加
速推进。人类最需要的是团结合
作，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
难题。这些需要我国科技界广泛而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秉持科技
向善理念，增进对国际科技界的开
放、信任、合作，加强与国外科学
家的联合研究和攻关，为世界性难
题提供可行的方案和解决之道。

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基础研究是漫长的艰
苦探索和实践，需要付诸毅力、热
爱和专注。科学家精神是我国一代
又一代科研工作者在长期科学探索
和奋斗中积累的财富，应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胸怀祖国、勇攀高峰、追
求真理、潜心研究、集智攻关、甘
为人梯的科学家精神；大力宣传和
表彰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的科技楷模和榜样，让科学家精神
薪火相传、永续传承。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
水。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我国
科技界心怀国之大者，持之以恒加
强基础研究，筑牢基础研究根基。
同时，还要做好基础研究成果的科
学普及工作，促进公众理解、关心
和支持基础研究，在全社会营造良
好的科学氛围，为支撑基础研究发
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第一作者系中国国际科技交
流中心副研究员；第二作者系中国
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工程师）

科 普 为 基 础 研 究 厚 植 创 新 沃 土
□ 李军平 张 橙

3月2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辉煌中轴”展览开展。展览汇集全国17家文博单位的
53组件文物，运用数字化展陈手法和开放式展项，对北京中轴线的壮美秩序、思想源
流、历史发展、保护工作等进行系统阐释，展现古都北京中轴线之美。

图1：观众在观看北京中轴线老照片。
图2：北京中轴线出土的展品。
图3：展厅内景。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中轴之美中轴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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