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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从字面上解析，对撞机就是让某
种东西在其中对撞的机器。但“大
咖”们近日争论的对撞机对撞的可不
是一般的东西，而是高能物理领域被
加速到接近光速的带电微小粒子。

上世纪以来，人类对于物质结构
的认知已经从分子、原子、原子核层
次，逐步深入到更小的结构单位夸克
和轻子。如何对这些愈加微小粒子
进行研究，这活儿只能让对撞机干。

“对撞机是人类探索微观物质世
界的‘超强显微镜’。科学家要研究的
粒子愈微小，选用的对撞机体积就要
愈庞大、粒子加速的能级也越高。现
代大型加速器的周长可达数十千米，
造价在几十亿到几百亿美元不等。”在
国内外大型对撞机工作多年的上海应
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赵振堂说。

对撞机家族成员众多。按照对撞
粒子的种类分，可分为电子对撞机、质
子-质子对撞机、电子-质子对撞机和
重离子对撞机等；按照对撞机的形状

分，可分为环形对撞机和直线对撞机。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曹则贤介绍，虽然对撞机的种类各有
不同，但对撞机中用于碰撞的两束粒
子一般会选择一对正反粒子，如电子
与正电子或者质子与反质子。

“一对高能正反粒子碰撞会湮
灭，然后产生新的粒子。所以，对撞
机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这些新粒子的
内在性质、产率及其能量和动量的分
布，理解粒子之间的基本相互作用，
从而回答一些基础物理问题，如到底
有哪些基本粒子，有怎样的相互作
用，粒子的质量从哪里来，物质的起
源等。”曹则贤说。

在科学家眼中，对撞机就像一个
具有神奇法力的“大魔盒”。因为当
粒子被加速到极高能量、进行对撞
后，没准儿就会产生地球上极为稀少
的重要物理现象，通过捕捉、测量这
些新现象，人类可以进一步发现自然
世界的基本规律。

短短一年多时间，寨卡病毒在美
洲大陆蔓延，波及东南亚及非洲，其
地域扩散速度令各方始料不及。科
学界对寨卡病毒尚存显著认知鸿沟，
又无任何有效疫苗，控蚊与自我防护
仍是对抗寨卡的有力武器。

地域扩散加剧
“都是蚊子闯的祸”，恐怕不足以

表达疫情传播的复杂。
寨卡疫情去年在美洲暴发以来，

已有69个国家和地区报告蚊媒传播
寨卡病毒，美国、法国、德国、新西兰
等11个国家今年均发现了寨卡病毒
人际传播的证据。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寨卡病毒疫
情报告指出，今年4月至6月，寨卡病
毒扩散速度有所缓解，而随着北半球
入夏，蚊媒活动增多，7、8月病毒地
域扩散有所加剧。

8月末，英属维京群岛和新加坡
成为寨卡病毒最新波及的地区和国
家。尤其是新加坡，在1 周多时间
里，本地传播病例数量从0例激升至
275例。令人警惕的是，东南亚地区
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
均报告了蚊媒造成寨卡病毒本地传
播的证据。

本月初，世卫组织就寨卡病毒召
开第四次紧急委员会，指出受地域扩
散、科学界对寨卡病毒尚存显著认知
鸿沟等因素影响，寨卡病毒感染及其
相关的神经系统病变继续构成“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伴随越来越多国家“中招”，病毒
实现本地传播，寨卡病毒正迅速从

“突发事件”转变为“常规事件”。

认知差距显著
1947年，科学家首次在乌干达

丛林中的恒河猴身上发现寨卡病
毒。近70年过去了，尽管非洲和亚
洲曾多次发现人类感染病例，科学界
对寨卡病毒风险和传播方式的了解
依然严重不足。

去年以来，寨卡疫情在巴西升级
后，科学界首先试图确定寨卡病毒与
小头症、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神经系
统病变的关系。世卫组织的最新表
述为：孕期感染寨卡病毒是造成先天
性脑发育异常（如小头症）的原因之
一，寨卡病毒感染也是诱发格林-巴

利综合征的一项因素。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部

门负责人彼得·萨拉马补充说：“与科
学界合作，我们了解到寨卡引发的后
果不局限于新生儿小头症，其引发的
并发症包括从视力、听觉并发症到癫
痫，我们称之为寨卡先天综合征。”

基因测序显示，寨卡病毒存在亚
洲型和非洲型两种毒株。亚洲型毒
株于2007年最早在太平洋岛国被发
现，在巴西等地引发小头症和其他神
经系统病变的正是这种毒株。不过，
几内亚比绍7月暴发的寨卡疫情由
非洲型毒株引发，是否引发小头症风
险尚不得而知。

控蚊与自我防护是关键
考虑到埃及伊蚊会传播登革热、

黄热病、基孔肯亚热和寨卡病毒病，
寨卡病毒病演变为下一个登革热或
黄热病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事实证明，寨卡病毒的传播也正
遵循这一路径。2015年4月末巴西
确诊首例寨卡病例以来，这种主要通
过伊蚊叮咬传播给人类的病毒已蔓
延至美洲大陆所有主要国家和地
区。如今，不但蚊媒传播疾病重灾区
的东南亚地区未能幸免，疫情也已波
及至非洲的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

专家指出，考虑到全球近70个
国家和地区暴发疫情，且80%的寨卡
病毒感染者无显著症状，不可能通过
入境筛查或入境监测发现所有输入性
病例，疫情防控中通过发现输入性病
例从而阻止本地传播具有一定难度。
因此，加强本地控蚊力度，采取有效防
蚊措施预防本地传播才是关键。

亚沙雷维奇表示，寨卡病毒与登
革热病毒的一项区别在于，寨卡病毒
可通过性行为实现人际传播，民众必
须知晓这点，通过使用安全套或禁欲
保护自己。由于寨卡病毒影响发育
中的胚胎，因此孕妇是面对寨卡病毒
最为脆弱的人群，知晓风险、使用驱
蚊药剂与安全性行为对于她们十分
重要。

亚沙雷维奇称，对于那些具备寨
卡病毒潜在传播可能性的国家，必
须时刻警惕监控病例，继续控蚊，向
民众普及寨卡知识，确保医疗卫生
系统能够提供预防、管理病毒感染
的服务。 据新华社电

寨卡病毒地域扩散加剧

控蚊与自我防护仍是关键

国外发展如何？中国进展怎样？

大咖争论的“对撞机”到底是什么？
继引力波、量子通信之后，又一个“高冷”的物理名词

成了新晋“网红”--对撞机，因为科学“大咖”们最近在争论
中国现在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这种超大超贵的机器”。

对撞机究竟是什么？国外发展如何？中国进展怎
样？“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业内权威专家。

曹则贤表示，中国目前在北京、
合肥和上海三地有加速器，但只有北
京的加速器作为正负电子对撞机使
用，运行在十亿电子伏特的能量水平
上。如果有大型对撞机，可以在更高
能量水平上从事粒子物理研究。

回顾我国对撞机的发展历程，朱
宏博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李政
道、潘诺夫斯基等建议，国内科学家
设计并充分论证，经国家领导人批
示，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八
大高能加速器中心之一。1988年10
月16日，两束正负电子在北京西郊
一个羽毛球拍状的巨型机器里成功
对撞，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
篇章。在稳定、高效运行了15年后，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于2003年圆满

完成了预定的科学使命。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

工程于2004年1月动工，耗资6.4亿
元，于2009年5月成功通过验收，性
能比改造前提高了30多倍，继续保持
了我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研究上的优
势。“在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
我们选择了自主研发各类关键技术
设备，最终使得改造工程对撞机部件
的国产化率达到85%。”朱宏博说。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
贻芳此前表示，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
目（以周长为100公里算）分两步走：
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阶段，约
在2022年至2030年间；第二步质子
对撞机阶段，需要经过充分的科技攻
关，严密的技术论证。

据新华社电

焦点一：什么是对撞机？

据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
洲、美国和苏联的科学家提出了各自
建造对撞机的计划。1962年，世界
上第一台对撞机在意大利弗拉斯卡
蒂实验室建成。次年，美国和苏联也
分别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在这
以后，对撞机随粒子物理的发展需
求，如雨后春笋出现在世界各大高能
物理实验室。

据介绍，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
型强子对撞机是世界上最大的粒子
加速器，它位于日内瓦附近、瑞士和
法国交界地区地下100米深处的环
形隧道内，隧道环的周长为27千米。

朱宏博说，目前，国际上正在运
行的除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还有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相对
论重离子对撞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等。拟建的有日本的国际直线对撞

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未来环形对
撞机和紧凑型高能直线正负电子对
撞机等。

过去50年，对撞机在基础物理
领域特别是在验证、完善粒子物理的
标准模型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例
如，2012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实
验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粒子，这是
201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实验基
础；2008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关于对称性破缺的重要工作，也是
基于对撞机的实验验证。

历史上也有遇挫的例子，比如为
人熟知的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
遇挫的项目往往技术预研究不够充
分就匆匆上马，工期延长，成本上
升。所以，对于未来对撞机项目，需
充分重视技术预研的重要性，细致工
作、严密论证，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
扎实基础。

焦点二：对撞机世界发展状况怎样？

焦点三：中国的对撞机发展如何？

一名工作人员在新加坡一处住宅区喷洒杀虫剂。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