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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理论物理学家猜测，也许暗物质极其轻巧，很可能还具有不被人类感知的新作用。在这种新的作用
下，暗物质可能会形成‘原子’。这样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由暗物质所构成的‘聊斋世界’。”

在四川的锦屏山底，坐落着一个长40米、宽６米、高6米的特殊空间。它是中国第一个极深的地下实验室。
研究人员将在这里攻克宇宙研究中最具挑战性的前沿课题：寻找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粒子——暗物
质。

暗物质伴随着宇宙大爆炸产生于大约137亿年前。它不会发出任何光，也不会产生电磁辐射。一直以来，
它在宇宙的各个角落游荡。在我们身边，大约一个茶杯大小的空间里就装着一个暗物质粒子。它的重量也
许与一个金原子相当。

不过，人们对这种无处不在的神秘体根本觉察不到。科学家们也一直想要捕捉它，迄今却一次也没能成功。

既然暗物质无处不在，为何人们就是发现不了它呢？

“主要原因在于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的相互作用极其微弱。”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金民介绍
说，迄今，科学家们已经认识到的、在自然界存在的作用有四种——人们熟知的引力作用、电磁作用以及
强作用、弱作用。

电磁作用需要交换光子，由于暗物质不会发光，因此它不参与电磁作用。强作用发生在带“色”的夸克之
间：夸克是组成中子、质子等粒子的更为基本的单位；“色”则是科学家们为了标记夸克的某种性质而引
入的概念。暗物质不带“色”，因而也不参与强作用。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知道，暗物质参与了引力的作用。至于它是否参与了“中子衰变成质子，并释放出高
速电子”的那种弱作用，研究人员还一无所知。

“一些理论物理学家猜测，也许暗物质极其轻巧，很可能还具有不被人类所感知的新作用。在这种新的作
用下，暗物质可能会形成‘原子’。这样的话，也许会有一个由暗物质所构成的‘聊斋世界’。”杨金民
说。

好奇心驱使着科学家们或上天、或入地，尝试用各种方法找寻暗物质。

寻找暗物质为什么还要入地？因为地面的背景太嘈杂了。杨金民介绍说，暗物质粒子与地球上的普通物质
碰撞，会产生极其微小的反冲能量。测量到这种反冲能量，需要极安静的地方。深深的洞穴正是理想之地。

https://fhyuan.net/?p=7346


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早在建设二滩水电站一开始，锦屏山底就修建起了一条18公里的汽车隧道。它的上面垂直覆盖着2400多米
厚的山体岩石，而且隧道周围岩石的放射性含量极低。

如果在这条隧道的侧面造一座实验室，那么，它将成为目前世界上岩石覆盖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到达这里
的高能宇宙射线，也会减少为地面水平的亿分之一左右，从而减少了对探测工作的干扰。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主任季向东教授告诉记者，在世界各国，建立地下实验室一般会选择两类地方：一类
是废弃的矿井；另一类就是在过山隧道的旁边挖一个实验室。后者不仅运输仪器方便，还可以省去大量的
建设费用，也比较安全。

此前，国内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好的地下实验室，但是没有结果。

2009年5月，清华大学和二滩公司签订了协议，开始了建造实验室的合作。包括南开大学、台湾中微子实验
组、首尔大学等在内的一些海内外研究机构，也一起参与到了“中国暗物质探测实验”中来。

今年12月12日，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正式启用了。记者从清华大学了解到，清华的相关研究人员已经进入
到实验室中，进行数据采集。

事实上，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相继建起了地下实验室。在刚过去的11月，日本的暗物质探
测实验“XMASS”开始试运行。

这个设施位于日本岐阜县的神冈矿山之下1000米深处。它的主要部分就包括了一个能装1吨液氙和安装了光



电倍增管的检测器。当暗物质进入“XMASS”，与氙原子核发生碰撞时，就会损失部分能量。液氙会因此发
出强弱不等的光，从而被光电倍增管捕捉到。

明年将进入锦屏地下实验室的上海交通大学的研究人员，也将使用液氙探测器，找寻暗物质。和“XMASS”
实验不同的是，中国的液氙暗物质实验能同时测量光和电，因此对暗物质更灵敏。季向东说：这是目前世
界上普遍使用的几种探测方法之一；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低温半导体，与捕捉光不同，这是通过测
电流，寻找暗物质。目前，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就是利用低温半导体来探测。

为什么大家如此热衷于寻找暗物质？因为它的存在实在太神秘，而且作用太重要了。它主导着宇宙结构的
形成。

“《纽约时报》曾经把暗物质比作宇宙中的强力胶。”杨金民介绍说，暗物质是宇宙中的主要组成，它在
宇宙中所占的分量达到80%以上，远远超过了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部分。它提供了强大的引力，将宇宙中
的一个个星体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宇宙的结构。

在太阳的中心，就分布着密度很高的暗物质。当它们在自我湮灭的过程中，会产生光子、中微子、正电子
等可见粒子。不过，这些粒子大多会被太阳中的物质吸收掉；只有中微子可以从太阳的“魔爪”中逃逸出
来，携带着高能量，以光速飞到地球。当它们碰撞到地球上的物质之后，就会产生出带电粒子而发出光芒。

为了揭开暗物质之谜，美国科学家就在洁净的南极冰层之中放入光电管，去窥视这些荧光。

科学家们还试图用高能的对撞机，重新产生一些暗物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质子对撞
机LHC就正在运行。它以极高的能量打碎质子，从而创造出宇宙创生之初的粒子大家庭。而这个大家庭的
一个重要成员，就是暗物质。

一旦暗物质粒子产生出来，它们就会悄无声息地逃离庞大笨重的探测器。它们的“私奔”也会因为带走能
量而终究露出“马脚”。如果暗物质重生了，它就会被仔细研究。

“所有寻找暗物质的实验，都冒着一无所获的极大风险。”杨金民说，“意大利的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
了暗物质存在的间接证据；美国科学家也声称，他们发现了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碰撞的两个事例，但最终都
没让人信服。”

在中国，对暗物质的研究正越发活跃。杨金民介绍说，除了深入地下进行实验外，研究人员也计划将一些
仪器放到卫星上，去探测因暗物质湮灭或衰变而产生的电子。著名的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
中先生的阿尔法磁谱仪就准备明年放到空间站上，来探测暗物质产生的正电子。一项与之类似的探测实验，
也正在西藏的羊八井展开。

同样忙碌着的还有大量的理论科学家。大家正在构建暗物质理论模型，以解释已有的试验结果，预测暗物
质被实验发现的前景。

（文章来源：百度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