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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设陷阱”测单个粒子获诺奖
法美科学家“纯科学”研究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9日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9日宣布，将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物理学
家塞尔日·阿罗什和美国物理学家戴
维·瓦恩兰，以表彰他们在量子物理
学方面的卓越研究。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尔
马克说，这两位物理学家用突破性的
实验方法使单个粒子动态系统可被
测量和操作。他们独立发明并优化了
测量与操作单个粒子的实验方法，而
实验中还能保持单个粒子的量子物
理性质，这一物理学研究的突破在之
前是不可想象的。

阿罗什的研究课题，涉及一种名
为“量子纠缠”的现象。所谓“纠缠”，
是基本粒子所处微观层面上，单个粒
子一方面难以与周围环境分离；另一
方面是一旦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随
即失去量子特性；另外，如果两个粒
子相互作用，即使两者分离，互动作
用会继续存在。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量子物理学
理论所预言的诸多神奇现象难以在实
验室环境下直接“实地”观测和验证。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阿罗什及
其同事把原子送入一个“陷阱”，控制并
测量“陷落”在陷阱中的光子。

实验中，瓦恩兰则设下“离子陷
阱”，其中离子带电，继而借助光子控
制和测量这些离子。

鉴于粒子研究的“纯科学”性质，
诺奖评委会对本年度获奖成果的实
际应用没有“渲染”表述，只提及两名
获奖者所创制方法的一个实例：促成
研发“极为精准”的时钟，精度比现有
铯原子钟高百倍。

阿罗什和瓦恩兰将分享800万瑞
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的奖金。

法国已有55人

获得过诺奖

阿罗什1944年生于摩
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现为法
国籍。他1971年在巴黎第六
大学(皮埃尔与玛丽·居里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
职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和
法国综合理工大学，现为法
兰西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
学院教授。阿罗什的获奖，
使法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
学家达到了55人。

瓦恩兰1944年生于美
国密尔沃基，1970年在哈佛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职
于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
究所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
德分校。 据新华社

6位华人曾获

诺贝尔物理学奖

本报讯 历史上曾有
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朱
棣文、崔琦、高锟等六名华
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宗合)

格解疑释惑

“上帝粒子”

赋予物体质量

要理解“上帝粒子”，不
妨回忆一下牛顿发现万有
引力定律的故事。牛顿思考
的是，为什么苹果会垂直地
掉到地上？一定是有什么在
拉它，比如是地球的引力在
拉它。而地球拉苹果说明苹
果是有质量的。

那么，物体的质量从何
而来？在牛顿故去后的400

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物理学
家希格斯猜想：有一种粒子
赋予其他粒子质量。他于
1964年提出，在137亿年前
的大爆炸中，希格斯粒子使
物质得到质量，万有引力则
将质量变成重量，使恒星和
行星都得以诞生，最终孕育
生命。如此，也解释了为何
苹果会掉到地上。（宗合）

综合新华社、央广报道 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塞尔日·阿罗
什和戴维·瓦恩兰分享。此前呼声
最高的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者没
有获奖。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这是诺
贝尔不是奥斯卡，错过今年还有明
年，只要活着一直就有机会。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结果
和科学界包括很多科学迷事先的
预测大相径庭。9日之前，被称为

“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不仅
被视作是本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最大得奖热门，更被评论为“半个
多世纪来最伟大物理学成就”。

此外，有6位物理学家在4个月
时间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这项理
论的相关文章，每个人的研究都建
立在其他人成果之上。甚至连希格
斯本人也坦承，造就这项理论基础
的关键文章出自他人之手。更复杂

的是，还有数以千计的物理学家从
事这项研究。而一个诺贝尔奖最多
只能有3个得奖人。从这个角度来
说，“上帝粒子”和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有点先天不和。

“上帝粒子”是何物？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7月4日宣布，该中心的两
个强子对撞实验项目均发现了一
种新的粒子，具有和科学家们多年
来一直在寻找的希格斯玻色子相

一致的特性。
经过长期研究和探索，科学家

们建立起被称为“标准模型”的粒
子物理学理论，它把基本粒子分成
三大类：夸克、轻子与玻色子。“标
准模型”预言了62种基本粒子的存
在，希格斯玻色子是最后一种未被
证明存在的基本粒子，由于它难以
寻觅又极为重要，因此也被称为

“上帝粒子”。

“上帝粒子”意外出局物理学奖
不过明年还有机会，但研究的人太多或让其与诺奖失之交臂

格有何作用

量子计算机或诞生

更精准时钟有望出现
两位获奖者的突破性

实验方法使得整个研究领
域迈出了建立新型超快量
子计算机的第一步。也许就
在这个世纪里，量子计算机
就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
生活，如同经典计算机在上
个世纪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那样。

现有计算机或称“电
脑”，采用二进制数据格式，
即每一个数据单元或称“比
特”非“0”即“1”。

“量子叠加”状态下，“量
子比特”可以是“0”或“1”，可
以是两个“0”，也可以是两个

“1”。这意味着，至少在理论
上，计算机数据容量可以大

大增加，数据处理速度相应
提高。

这些研究还使我们能够
以让原子穿过光阱的方式来
建造极其精确的时钟，也许
将成为未来新的时间标准的
基础，比我们现行的铯原子
钟要精确好几百倍。

综合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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