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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粒子物理学家的希望化为乌有。8
个月前，在世界最大原子加速器———大型强子
对撞机（LHC）上开展的试验，报告了近年来首
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新粒子存在的迹象。LHC 坐
落在瑞士的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
内。新粒子的发现可能要求对基本粒子和力的
主流理论进行重新思考。不过，目前，LHC 的物
理学家收集并分析了约是去年 12 月所使用数
据量 4 倍的数据。这些额外的数据显示，新粒子
的信号已经消失，并且只是统计波动而已。

“我并不感到意外。”在超导环场探测器
（ATLAS）上开展研究的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实
验室实验人员 Beate Heinemann 表示，“我一直
认为，新粒子被证明属实的几率不到 5%。”27 公
里长的 LHC 为包括 ATLAS 在内的 4 台大型粒
子探测器输送“原料”。

新粒子的出现会让物理学家兴奋不已。虽
然在近 40 年的时间里，关于基本力和自然界构
筑模块的主流理论———标准模型获得了不可思
议的成功，但最终还是有所欠缺。比如，它并未

对引力作出解释。然而，该理论解释了在原子加
速器上发现的一切，包括著名的希格斯玻色
子———2012 年在 LHC 上发现的标准模型“名
册”中的最后一个粒子。受困于自身成功的大多
数粒子物理学家希望发现一些未曾预料的新粒
子，从而将它们指向更深的理论。

去年 12 月发现的线索便指向了一种出乎
意料的粒子。它似乎会衰减成一对高能光子，而
这也是希格斯玻色子衰减的一种方式。不过，
ATLAS 实验人员介绍说，假定的新粒子似乎要
重得多，是质子重量的 800 倍，而希格斯玻色子
约为质子重量的 133 倍。最诱人的是，在由 LHC
输送“原料”的另一台探测器———紧凑渺子线圈

（CMS）上工作的研究人员似乎发现了这种粒子
存在的相应证据，尽管其要微弱一些。研究结果
引发轰动，因为当希格斯玻色子被发现时，它开
始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出现———作为衰减成两个
光子的少量粒子首次露面。

不过，有理由怀疑这是一种新粒子。比如，希
格斯玻色子会衰减成标准模型粒子，但物理学家

并未发现新粒子衰减成标准模型粒子其他组合的
证据，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希格斯玻色子的较重版
本。相反，这种粒子需要更加复杂的解释。此外，在
被关闭两年以修复限制其能量的设计缺陷之前，
LHC 一直从 2010 年运行到 2013 年年初，但物理
学家并未在第一次运行期间发现这种粒子存在的
证据。一种新粒子存在的可能性让理论学家激动
不已。他们在网络预印本服务器 arXiv.org 上提出
了近 400 种可能的解释。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粒子并未出现在新数据
中。8 月 5 日，CMS 和 ATLAS 的研究人员在美国
芝加哥举行的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上报告了该结
果。这表明，成对的光子信号只是统计上的侥
幸———由探测器中随机且并不相干的光子对产
生。自然地统计涨落有时会造成这种纯属巧合的
结果。“它的影响很小，但你时不时地会遇到。”在
CMS 上开展研究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实验人员
Kenneth Bloom 认为，这种粒子从未被发现衰减成
其他粒子组合的事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会上，在实验人员宣布假定的粒子并不存

在后，5 位理论学家紧跟着轮流解释了这种粒子
可能是什么。

不过，Bloom 仍然认为，整个事件会很有用。
目前，研究人员在一周内收集的数据量相当于
其在去年获得的全部数据。他们希望，这些源源
不断的数据会产生一些新发现。“等下次我们发
现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时，如果它被证明属实，
我们将会更好地解释它是什么”。 （宗华）

早期金星或曾宜居

本报讯 虽然金星的绰号是“地球的邪恶孪生
化身”，但它和地球上的一切都不同：灼热、干燥并
且被有毒烟云笼罩。

不过，就在 10 亿或 20 亿年前，这两个任性的
“兄弟”可能更加相似。最新的计算机模拟显示，早
期的金星看上去和地球很像，并且甚至可能是宜
居的。

“这是关于金星的一个重要未解之谜：开始时
似乎和地球极为相似，但后来是如何变得如此不
同的？”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行星科学研究
所的 David Grinspoon 介绍说。

Grinspoon 和同事并非是最先想到金星曾经
宜居的人。它的大小、密度和地球类似，并且两颗
行星形成时是如此的靠近，以至于它们由相同的
块体材料构成。金星还拥有异常高的氘氢原子比。
这表明其曾拥有大量的水，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
逝神秘消失。

为模拟早期金星，研究人员借助了通常用于
研究地球气候变化的环境条件模型。他们创建了
针对金星的 4 个版本，每个在诸如从太阳那里获
得的能量、一天的长度等细节上都有所不同。由于
关乎金星气候的信息非常匮乏，该团队为模型填
充了一些有根据的推测。他们还添加了一片占地
球海洋体积 10%且覆盖了约 60%金星表面的浅层
海洋。

通过观察每个版本可能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
演化，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相信金星可能和早期地
球极为相似，并且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是宜居的。
最乐观的情形是它拥有适宜的温度、厚厚的云层，
甚至偶尔会降下小雪。 （徐徐）

美研究揭示
容易被污染的海岸线热点地区

本报讯 据一项新研究报告，排入海洋的地下
水可能会损害美国 1/5 海岸线的水质。

尽管河流是淡水进入海洋的显而易见的例
子，但在地下发生的水流运输则是一种更隐蔽
的方式。海底地下水排放（SGD）指的是从大陆
至海洋的地下水流动，这些地下水中会含有离
子和溶解的化学物质，而其空间分布会影响海
岸一带的水质。全球大部分人口生活在沿岸地
区附近，并依赖沿岸的水资源，因此发现沿岸的
容易受到源自淡水 SGD“隐性”污染的水体颇为
重要。

然而，淡水 SGD 会在各个地区呈弥散及多样
化方式，令对其的检测昂贵且困难。为了更好地了
解美国的 SGD，美国哥伦比亚俄亥俄州立大学地
球科学院 Audrey Sawyer 及同事分析了美国大陆
全境的水文与气候数据集。为了验证相关分析，他
们还对来自太平洋、墨西哥湾和大西洋沿岸不同
地区的 18 个地区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揭示了独
特的热点或地下水回灌补注区，所有淡水 SGD 中
的一半只集中在 14%的海岸沿线。

这项近日发表于《科学》的研究报告称，太平
洋西北地区淡水的 SGD 率大幅增高，研究人员指
出，淡水 SGD 和土地开发高于平均的地区尤其容
易受到由地下水所致的污染，而这些地区代表了
12%的海岸线；它们中最易污染的地区为从密西西
比至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的墨西哥湾北岸、北大西
洋海岸及太平洋西北海岸。 （冯维维）

世卫组织：
安哥拉黄热病疫情出现衰退

据新华电 世界卫生组织 6 日发布公报称，今
年上半年备受黄热病疫情困扰的安哥拉在过去 6
周内未报告任何新增确诊病例，黄热病疫情在该
国出现衰退。

世卫组织表示，黄热病病毒在全球超过 42 个
国家和地区流行，2016 年该病毒出现爆炸式传播，
导致全球 600 万剂黄热病应急疫苗迅速耗尽。公
报称，严重的黄热病疫情很可能与强烈的厄尔尼
诺事件相关，厄尔尼诺事件造成蚊密度超过以往，
而蚊媒正是传播黄热病病毒的媒介。

统计显示，今年 1 月底安哥拉报告了首例黄
热病病例，截至 7 月末，该国共报告 3818 例疑似
病例，其中实验室确诊 879 例，死亡病例 369 例；
邻国刚果（金）截至 7 月末报告 2051 例疑似病例，
其中实验室确诊 76 例、死亡 95 例。

世卫组织表示，安哥拉和刚果（金）的黄热病
疫情是当地卫生部门和包括世卫组织在内的应对
合作伙伴们面临的特殊挑战，这也是各合作伙伴
首次在人口稠密的都市环境中应对大规模的黄热
病疫情。

在负责黄热病疫苗应急储备的国际协调小
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及疫苗生产方等合作下，截
至目前，安哥拉与刚果（金）超过 1600 万民众接种
了黄热病疫苗，在该地区 9 月份进入雨季前，预计
还将有 1700 万民众接种疫苗。

除继续确保疫苗供应和支持疫苗接种外，世
卫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承诺，将为受黄热病疫
情影响的国家继续提供实验室支持和临床护
理、培训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增强国
家检测系统和向疫区调配 160 多名专家，以及加
强落实《国际卫生条例》以预防黄热病在国家间
传播。 （张淼）

大型强子对撞机并未发现新粒子
去年 12月探测到的信号只是统计波动

动态

ATLAS 探测器发现的新粒子迹象已经消
失。 图片来源：CERN

图片来源：NASA/JPL

年幼向日葵的“头”会在白天追随太阳，然后
在夜晚反方向转过来，从而为面对黎明作好准备。
不过，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 Stacey
Harmer 介绍说，没有人知道这种植物从每天的转
动中获得多少好处。

为此，Harmer 和同事用绳子绑住一些向日
葵，使它们无法移动，同时旋转另一些向日葵的

“头”，从而使其在早上面对避开日出的错误方向。
他们发现，和被允许跟随太阳转动的向日葵相比，
这两组向日葵的叶子均要小 10%左右。

为探究向日葵每天的转动是由环境信号暗示
还是由生物钟驱动，研究人员搭建了装有一排灯
的生长室。这些灯能按顺序打开和关闭，以便模拟
太阳的移动。利用这些灯，他们创建了 30 小时的
昼夜交替周期。

在 30 个小时的周期中，向日葵并未出现规
律性的来回转动。不过，当该团队将灯重新设置
成 24 小时周期时，向日葵开始追随“太阳”。这

表明，一种内部昼夜节律至少要对其每天的转
动负部分责任。

一旦向日葵开花，它们的来回转动便会停
止，并且通常朝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为探究面朝
东方是否对成熟的向日葵有利，研究人员旋转
了一些植株，使其面向西方，然后记录下有多少
蜜蜂和其他昆虫到访它们。在清晨，和面向西方
的向日葵相比，面向东方的花朵迎接了多达 5
倍左右的传粉者。

“你会发现，蜜蜂非常喜欢面向东边的花
朵，并且大多数时候会忽视面向西方的向日

葵。”Harmer 介绍说，面向东方的植株能更加
迅速地变暖，而这或许解释了部分差异，因为
此前研究发现，更加温暖的花朵会吸引到更多
传粉者。

“我对这些植物的复杂性频频感到震惊。”
Harmer 表示，“它们真的是应对环境的‘大师’。”

“观察向日葵跟随太阳转动，会引发两个重要
问题：它们如何分辨时间以及感知方向。”来自新
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特茅斯学院的 C. Robertson
McClung 表示，此项研究利用这种标志性植物，解
决了上面两个神秘问题。 （宗华）

向日葵追太阳
一切为了“生活”

科学此刻姻 姻

图片来源：Ben Blackman,UC Berkeley

数基因突变，可判断患癌时间

体内出现多种癌症基因并不是好消息。
图片来源：Hiroshi Watanabe/Getty

本报讯 你会在多大年龄患上癌症？人体内
不同基因的突变数或许会让这一日期提前。

人们已经知道，诸如 BRCA1、BRCA2 等癌
症基因的突变会增加患癌风险。不过，来自澳大
利亚悉尼加文医学研究所的 David Thomas 和同

事首次证实，同较低患癌风险存在关联的突变
会逐渐累积成更加致命的效应。相关成果日前
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杂志。

该团队将健康人群的基因图谱同 1162 名
肉瘤患者的基因图谱进行了比对。肉瘤是一种
在骨头和软组织中发生并且更多地影响年轻人
的癌症。研究人员尤其聚焦了 72 个基因，其中
一些同肉瘤存在密切关联，比如 TP53 基因，另
一些则仅存在微弱关联。

不出所料，TP53 基因的一个突变增加了人
们患上肉瘤的风险———有一半的人在 32 岁时
发展成癌症。不过，体内拥有同肉瘤仅存在微弱
关联的两个基因突变的人们，在更年轻的时候
便发展成肿瘤———有一半的人在 25 岁时患上
癌症。这种效应在此类基因出现 3 个或更多突

变的人群中更加明显。
“癌症是一种由基因变异逐渐累积导致的疾

病。”Thomas 介绍说，这意味着人体携带的基因变
异越多，一生之中可能患上癌症的时间就越早。

他同时表示，审视多个基因应当能让癌症
在变得致命之前被及早探测到。或许有一天这
将成为惯例，即检测人们的身体，以寻找此前被
认为同癌症风险存在很小关联的基因中的高风
险突变组合。

目前，Thomas 团队正在向体内拥有此类基
因突变的人群提供全身核磁共振扫描，从而判
断是否存在肉瘤的任何早期证据。“我们选择的
是在携带此类基因变异的人群中并未出现症状
的癌症。由于它们尚处于早期阶段，因此我们能
真正治愈它们。” （徐徐）

天蝎座双星：相爱还是相杀

本报讯 有个现象让天文学家感到费解：一
对独特的双子星每隔 2 分钟就释放出明亮的脉
冲波，波长几乎覆盖整个电磁波谱。他们猜想，不
是其中一颗星不断用粒子束“抽打”另一颗星，就
是它们抱得太紧照亮了对方。近日发表在《自然》
的研究指出，其中的白矮星因为高度磁化，会如
同灯塔般每隔 1.97 秒便向宇宙发出强烈的旋转
型辐射。

这个被称为 AR 天蝎座双星的系统，由一颗
白矮星（恒星塌缩残骸，相当于 2/3 太阳质量及
地球体积）和一颗较年轻、质量较小的红矮星组
成，两者互相绕转周期为 3.6 小时。尽管人们在
40 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 AR 天蝎座双星系统，
但它异常宽广的脉冲辐射范围，直到去年才引起
一群天文爱好者的注意。通过与专业天文学家合
作，他们利用包括位于智利的欧洲极大望远镜及
哈勃太空望远镜在内的一批地基和空间望远镜
研究这个奇特的系统。

不过该系统的大部分辐射似乎仍然来自红
矮星，并有迹象表明是来自被加速至接近光速的
电子。究竟是白矮星的辐射在向红矮星方向加速
电子，还是其高度磁化的大气层在以某种方式与
红矮星进行直接互动，仍然是谜。 （张章）

美国机器黑客大赛诞生
最强“机器黑客”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 5
日宣布，名为“破坏”的超级计算机系统在美国拉
斯韦加斯举行的首次机器黑客大赛中拔得头筹，
成为最强“机器黑客”。

本次大赛旨在提高信息安全，改变目前基于
漏洞的软件安全攻防依赖于人的现状，推动人工
智能参与网络安全攻防。

经过长期的激烈选拔和淘汰，7 个决赛团队
最终从 100 多个来自全球各地的参赛队伍中脱
颖而出。在数千名观众注视下，这 7 个队伍的 15
台超级计算机 4 日参加了于国际黑客大会（De-
fCon）上举行的最终决赛。除了企业和协会，美国
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政府机构也是
这一大会重要参与者。

此次参赛的这些由顶级安全专家、研究人
员或独立黑客团队研发的“机器黑客”，在积极

“防御”，确保自身安全的基础上，对竞争对手
展开猛烈“攻击”，力争更快、更多地找到“对
手”软件漏洞，赢得最强“机器黑客”的称号和
相应奖金。

最终，美国“人人享有安全”团队研发的“破
坏”超级计算机系统赢得冠军。这个团队来自美
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目前在匹兹堡和旧金山设
有分支机构。

此次荣登冠军宝座的“机器黑客”将与人类
黑客展开巅峰对决。 （郭爽）

“嫦娥三号”实现三大梦想

此前，美国人曾利用椭圆轨道地球卫星观
测地球等离子体层，获得了大量的成像数据，但
由于卫星轨道倾角较大，只能在远地点从北极
上空观测等离子体在赤道面内的情况；日本人
利用绕月卫星对地球进行短暂观测，由于仪器
故障和卫星飞行时间的原因使得观测资料的质
量和数量都差强人意。

这次“嫦娥三号”的极紫外相机连续观测了
6 个月，每月观测数十小时，拍得了一千多张高
质量地球等离子体层照片。

地球等离子体层边界的变化，取决于地磁
活动的情况，后者又受太阳活动的影响。也就是
说，等离子体层的变化本质上是对太阳活动的
响应。

在 2014 年 4 月 19 日到 22 日之间，地球磁
场出现了多次亚暴活动。利用这段时间“嫦娥三

号”观测到的等离子体边界数据，科学家们发现
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太阳活动增强、地磁亚
暴活跃的情况下，等离子体的边界不仅没有像
通常预期的那样收缩，而是膨胀了，其中的物理
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嫦娥三号’极紫外相机的观测不过是小
试牛刀。”王华宁说。随着我国探月活动的深
入展开，科研人员有机会在月球表面建立专门
的月基对地观测站，进行长期、不间断的空间
天气监测，他说：“这对于研究太阳活动影响
下地球磁层和电离层的大尺度动力学过程，提
高我国空间天气监测预报能力，具有重要的科
学意义。”

测月———把地球化学研究搬到月亮上

“我们把地质工作者在地球上做的那一套，
都搬到月球上来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林扬挺不无自豪地说。
“嫦娥三号”的月球车“玉兔”上，设置有全

景相机、红外光谱仪、粒子激发 X 射线谱仪和探
月雷达等设备。

这四台科学仪器的探测数据，在国际上首
次揭示了月球雨海区的火山演化历史，表明月
球在距今 25 亿年前左右仍存在大规模火山喷
发，可能与该区域极富放射性元素有关，这一研
究结果对理解月球演化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嫦娥三号”首次开展了测月雷
达对着陆区月壤内部与月壳浅层结构探测，获
得了第一手月表就位探测数据。”嫦娥三号”着
陆区经国际天文学会批准，已正式命名为“广寒
宫”，测月雷达的探测数据，揭示了“广寒宫”的
形成与演化历史。

除一系列测月设备外，月基望远镜的一项
发现，再一次证明月球岩石中含有结构水的矿
物极少。月球表面存在极端稀薄的大气（外逸

层），其化学成分和含量的测量一直是个挑战。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水分子或羟基分子。

这次，月基光学望远镜检测到的外逸层中
羟基密度极低，仅为美国哈勃空间望远镜获得
的上限的 1%。这一探测精度比哈勃望远镜的
结果提高 2 个量级、比印度月船一号的结果提
高 5 个量级，是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最好结
果。

与公众理解的“月球无水”不同，林扬挺说:
“更准确的表述是，月球很干，即便把月亮架在
炉子上烤，也烤不出水来。”

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
士欧阳自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嫦娥三
号”在无人月球探测“绕、落、回”三期战略中，承
担了第二期“落月探测”的任务，处于承上启下
的地位。

在工程技术上，它继承了第一期月球探测
器冲出地球、奔向月球、月球俘获、绕月轨道调
整、测控通信、数据传输与接收等一系列关键技
术的应用和提高。另一方面，“嫦娥三号”的成功
实施，为嫦娥五号的月球取样返回提供了重要
的技术支撑与经验，如月面安全软着陆过程，月
面测控通信与数据传输接收等。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