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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成果都支持正电子来源于暗物质，可是没有完全的证据”

丁肇中：对新成果要保持冷静

据新华社日内瓦4月3日电
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
家丁肇中3日公布了其主持的阿
尔法磁谱仪项目(AMS)首批研究
成果。他当天表示，尽管这一成果
具有突破性，但仍应保持冷静。

暗物质和暗能量是现代天文
学和物理学最大的谜团之一，它
们是为了解决宇宙学观测与理论
上的矛盾而提出来的。AMS项目
的首要目的就是寻找宇宙中的暗
物质及其起源。

刊登在新一期《物理评论快
报》的研究成果显示，在5亿至100
亿电子伏特区间内，正电子占正

电子和电子总和的比例随能量的
增加而减小；在100亿到2500亿电
子伏特的区间内，比例递增；到
2500亿电子伏特之后，比例曲线
基本变平。正电子比例能谱没有
随时间改变，同时高能正电子不
是来自空间某个特定的方向。

丁肇中说，这些成果表明了：
正电子比例随着能量增加继续上
升；比例上升是很平衡的，没有出
现峰值；正电子来源没有特定方
向，“这三点都支持正电子来源于
暗物质，可是没有完全的证据。”

他指出，要确认正电子是由
暗物质粒子碰撞、湮灭产生的，还

需观测到正电子比例上升到峰值
后是否有骤降。如果观察到骤降，
说明来自暗物质对撞；如缓慢下
降，则可能来自脉冲星。

丁肇中说，作为AMS这样一
个大型物理实验项目的负责人，
必须保持冷静，因此对正电子的
来源持开放态度。

丁肇中说，可能还要花一段
时间才能最终确定这些正电子

“到底是怎么来的”。他说，目前收
集到的数据是AMS预期收集数据
的10%左右，这个项目还是“刚刚
开始”，还有很多未知等待科学家
们去探测。

格延伸阅读

阿尔法磁谱仪有颗“中国芯”
阿尔法磁谱仪有颗“中国

芯”，它最关键的大型磁体来自
中科院电工所。应该说，阿尔法
磁谱仪在探寻暗物质的过程中
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如何将一个
桌子大小的磁体送入太空却困
扰了科学家近40年。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丁肇中
就踏上了追寻暗物质的征程。一
次偶然的机会，丁肇中在美国一
份文献中看到中科院电工所的
论文，发现中国能制造很好的磁
体，与其他国家的方案相比，电
工所的永磁体方案具有重量轻、
无漏磁、无二极磁矩及磁场均匀
等优点。丁肇中把这一方案带回
美国，获得一致肯定，随后与中
方签署了合作合同。

1998年6月，磁谱仪项目的实

验机阿尔法磁谱仪1终于搭乘“发
现”号航天飞机升空10天，获得了
大量重要数据，其核心部分就是
中国制造的永磁体系统。2011年5

月，阿尔法磁谱仪2搭载最后一班
航天飞机，在国际空间站开始长
达20年的太空探索，其核心部分
仍是当年的“中国制造”。

磁谱仪项目的整体散热系
统、轨迹探测器热控系统、地面
模拟系统、电磁量能器结构和地
面总装支撑设备的设计研制，也
分别由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东
南大学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独立或参与完成；而台湾的中
山科学院也为磁谱仪项目设计
出了运行速度比美国航天局现
行系统快10倍的电子控制系统。

据新华社
4月3日，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接受媒体采访。 新华社发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检测“阿尔法磁谱仪2”。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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