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分二「玩失蹤」 中微子「愛變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3月11日為日本大地震一周
年，本港部分院校以核能為主
題，舉辦行為藝術表演、研討
會、相關電影播放活動，以喚
起大眾對核議題的認識和關
注。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
究 系 今 日 舉 辦 「 核 能 關 注
日」。日本行為藝術家荒井真

一以「快樂日本！和平原子彈」
為題演出，表達對核事故後電
力公司受日本政府包庇的不
滿。另大會舉行「反思亞洲核
能化：知識與文化的向度」國
際論壇，旅日台籍作家劉黎兒
和美國病理學家Robert Gould
分別於核能廠內外文化建構以
及醫者倫理責任，指出一般人
的核能常識謬誤。

「核能關注日」延伸活動為
電影放映，題目為「核發、發
展與生態公義」，精選關於芬
蘭、切爾諾貝爾、台灣、日本
核處理及環境問題的電影，讓
參與人士有更深的反思。活動
今日8時20分開始於中大校園
舉行，詳情可瀏覽：
http://www.crs.cuhk.edu.hk/en/
。查詢電話：39431255。

城大核學會合辦研討會

香港城市大學機械及生物醫
學工程學系，則與新成立的香
港核學會，本月10日（周六）
聯合舉辦「福島事故一周年回
顧：未來的核安全及核風險」
研討會。

來自日本、內地、台灣、法
國和美國多名核電專家應邀出
席。活動舉行時間為下午1時
半至下午6時，地點為城大學
術樓2樓2505室。

查詢電話：34428673。

中科院統籌港學者參加 實驗成探索宇宙大爆炸線索
解反物質消失之謎
揭「幽靈粒子」奧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由於「中
微子」主要從核反應產生，匯集核反應堆的
核電廠，便成為「中微子」實驗不可多得的

「寶庫」。「中微子」振盪實驗香港統籌學者
朱明中解釋指，是次實驗選址大亞灣，與其
周邊地理環境及核電廠能量強度有密不可分
的關係。由於電廠旁邊有300多米高山坡，實
驗室設於深入共3公里長隧道中。隧道上方石
頭能阻隔來自太空的宇宙射線造成的干擾，

「而嶺澳及大亞灣總共有6個核反應堆運作，
能量強度屬全世界首5名。核反應愈大，釋放
的中微子愈多，收集數據更精確」。

今次項目始自2004年，來自香港的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教授陸錦標，發現大亞灣為

「中微子」「研究勝地」，於是與中科院聯繫並
提出方案，其後成功開展中美歷來最大規模
的基礎研究合作，獲多個地區學者參與。

有關方面2007年起動工，於核電廠旁的山
坡挖掘深入近3公里的隧道，並於當中建設2
個近端實驗廳（即較接近核反應堆）及1個遠
端（離核反應堆較遠）實驗廳，共設8個各高
5米、直徑5米、重110噸、裝滿特製液體的

「中微子」探測器，其中6個已裝置並開始讀
數。

近端探測器會測量有多少從核電廠反應堆
產生的電子類反「中微子」通過，然後再透
過約2公里遠的遠端探測器所獲資料，可望分
析出θ13數值。

研資局撥1,710萬助研究
至於參與研究的香港團隊，包括港大及中大10多名

研究生。香港研資局協作研究金，先後兩輪撥款1,710
萬元，讓香港團隊參與設計及建造探測器中的礦物油
監察系統及氮氣封閉系統，以及實驗場全天候氡氣監
察系統，亦有份參與收集數據及分析工作。

香港仔隧道 做輔助實驗
另港大、中大、加州柏克萊、台灣大學、台灣交通

大學、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利用香港仔隧道環
境，於隧道管道間實驗室進行一個有關大亞灣「中微
子」輔助實驗，探討穿透力極強的高能量宇宙射線如
何與其他物質產生反應。多名港大、中大物理系本科
生均有機會參與有關實驗。

由於香港仔隧道實驗室和大亞灣實驗廳環境相似，
上面山坡同樣有300多米高石頭阻隔宇宙射線，從中收
集的數據有助成為大亞灣實驗重要對照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大亞灣是全中國核能發

展焦點，更有望成為人類探索物質終極結構開端。匯集中

文大學與香港大學，以及內地、美國、台灣、俄羅斯、捷

克30多個研究機構約250名頂尖科學家超大型「大亞灣中微

子振盪實驗」，昨日首次發表探測結果，破天荒精確得出當

中參數「θ13」數值為0.092。是次精確數據揭示被稱為

「幽靈粒子」的「中微子」（Neutrinos，ν）變化奧秘，以

及為破解137億年前宇宙大爆炸（Big Bang）後的「反物質

消失之謎」提供重要研究指引，揭開宇宙學新一頁。

實驗由中國科學院統籌，深
入大亞灣核電廠旁周邊山

坡實驗基地進行。香港中大物理
學系教授朱明中、港大物理系副
教授梁幹莊及助理教授潘振聲，
均於實驗籌備階段已開始參與。

實驗組昨日於北京進行新聞發
布會，指去年12月24日至今年2月
17日期間，6台巨型「中微子」探
測器，探測到上萬次電子類中微
子訊號。而透過比較不同探測點
數據，專家發現「中微子」數量
在穿梭過程中減少。以有關參數

「θ13」代表，有關測量數值為
0.092，誤差為0.017。科學界歷來
第一次得出「θ13」精確數值。

助研「中物質」「反物質」
實驗組聯席發言人、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所長王貽芳形容，
結果令人類對中微子產生新理
解，更可望為進一步探討現時宇
宙「中物質」（matter）及「反物
質」（antimatter）不對稱情況奠下
科學基礎。

朱明中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解釋指，根據宇宙起源「大爆炸
理論」，大爆炸前只有能量而沒有
物質質量存在。直至大爆炸一
刻，按愛因斯坦公式「E=mc2」，
能 量 （ E ） 轉 化 成 質 量 （ m ）

（註：c為光速常數，約等於3
億），宇宙才誕生。在有關過程
中，「物質」和「反物質」數量
理應對等，但是現今人類觀測到
的宇宙，卻只剩下物質，絕大部
分「反物質」卻像謎一般消失

了。
他續指「中微子」為數量最多

的基本粒子，總體質量為各種粒
子中最大。而現時每個立方厘米
小方塊中，仍有達300粒是宇宙大
爆炸後殘留物。憑㠥種種跡象，
科學界一直相信「中微子」於

「物質/反物質」演化過程中扮演
極重要角色。若能破解「中微子」
變化奧秘，可望為追蹤「反物質
消失之謎」帶來革命性影響。

梁幹莊和潘振聲表示，是次實
驗結果令科學家知道如何設計往
後的「中微子」實驗，進一步探
討「反物質」問題，以及開展更
多與「中微子」相關的物理研究
方向。

教授：自然界善待我們
另一實驗聯席發言人、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教授陸錦標指，是
次準確測量到有6%「電子類反中
微子」因「中微子振盪」消失，
數值遠大於預期。未得出實驗結
果前，物理學界一直都擔心「θ
13」數值等於零，或推翻物理學
家之前一些重要假設。陸錦標笑
言，幸好現初步錄得「θ13」數
值「相當巨大，可見自然界對我
們很友好。」

大亞灣未來續收集數據
未來數月至數年，大亞灣實驗

會繼續收集數據進一步提高準確
度，並為新一代中微子實驗設計
奠基，助人類一步一步探析宇宙
物質根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中微子」
是人類已知組成物質最基本粒子之一，自宇
宙大爆炸期間已布滿整個宇宙。但因它們不
會 被 電 磁 力 影 響 ， 加 上 只 及 電 子

（Electron，e-）100萬分之1的超微小質量，
幾乎能穿越任何物質。所以每分每秒中，人
體以至整個地球，都被上億萬中微子輕易穿
透而不被察覺。從探測角度而言，「中微子」
近乎完全「透明」，因而被稱為「幽靈粒子」

（Ghost Particle），而且它們會產生「中微子
振盪」（Neutrino Oscillation）現象，約2/3中
微子會在探測時「憑空消失」，令其更添神
秘色彩。

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間，科學家按理論
推算到太陽發出的「中微子」數量，但卻
只探測到當中1/3；其餘2/3在未能解釋情況
下「消失」，這就是著名的「太陽中微子問
題」。過往科學家幾經理論假設與驗證，終
於確認到自然界存在3類「中微子」，分別
為「電子類中微子(νe)」、「緲子類中微子
(νμ)」和「濤子類中微子(ντ)」。而當一粒

「中微子」在空間傳播時，它會不斷由一類
「變身」成另外兩類，即「中微子振盪」現
象。

成功把困擾科學界多年的「太陽中微子問
題」謎團解開，分別負責當中不同實驗的科

學家雷蒙德．戴維斯以及小柴昌俊，2002年
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透過隨後更多實驗，科學界漸漸成功掌握
上述3種「中微子」互相「變身」的規律，
並以3種參數「θ12」、「θ23」及「θ13」
表達。現時科學家已能基本掌握其中兩種

「θ12」及「θ23」資料。而是次大亞灣中
微子實驗目標，便是前所未有的高精密度，
獲取餘下最難量度、數值最小的「θ13」數
值。

今次實驗數據可謂人類「中微子」物理研
究得出的最後一塊重要拼圖，並對與相關粒
子物理學、宇宙學、天文學等眾多領域，帶
來舉足輕重的影響。

責任編輯：李暢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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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卓越理大生 赴美掃地3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理

工大學昨日舉行2011年度「卓越學生獎」
頒獎典禮，表揚品學兼優的全日制本科
生。本年度「最卓越學生獎」得主為人文
學院專業英語課程三年級內地生張心語。
她來港讀書後曾赴美國做暑假實習，在當
地公園當清潔工，掃地3個月。基層工作
讓她明白何謂「血汗錢」。離開北京老家4
年，她的視野今日已大大拓闊，決定畢業
後再赴美國進修，令世界變得更遼闊。

聯考成績遜 決棄理從文
2008年，張心語內地聯考成績不太理

想，心底裡有一點不忿，決心由北京來
港，入讀理工大學專業英文系基礎課程。
她說：「香港發展機會更多，而且一直喜
愛英文。」她原本是理科生，升大學後才
轉攻文科，憑㠥用功學習，連續4年獲英
文系內地學生獎學金，更曾兩度獲得「學
術成就院長嘉許狀」。

由北京到香港生活，加強她向外闖的信
心。2009年暑假，她主動參加美國暑假工
作交流計劃，「那年我到公園掃地3個
月，明白到賺錢實在不容易。」後來她參
加交換生計劃，遠赴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學
習一個學期，曾花一個月到8個歐洲國家
旅遊，這些經歷令她的人生豐富不少。

入讀雙學位 港生拾舊夢
另一位獲頒「卓越學生獎」的建設及環

境學院四年級生李沛㞫，修讀「測繪及地
理資訊學（地理資訊科技）」及「電子計
算學」雙學位課程。李表示，小學很愛打
遊戲機，所以一直想投身程式設計員，後
來因為升高中修讀文科，放棄了小時夢
想。不過「緣分天注定」，2008年，他雖
然高考「失手」，但由於有修讀地理、數
學及統計學，「誤打誤撞」下，升讀理大
雙學位課程。

剛開學時，他懷疑是否能應付，後來事

實證明了他的能力。他的成績一直非常優
異，分別獲得多個獎學金，包括2011/12
年度理大獎學金等等。在電子計算學課程
中，他終於學會怎樣寫程式，與小時夢想
頗接近。他現打算報讀理大電子工程系研
究式碩士課程，主要研究空間數據庫。

理大校長唐偉章為上述活動頒獎嘉賓。
他致辭時鼓勵得獎學生，善用在學時所得
知識貢獻社會。他又叮囑學生畢業後，為
培養學弟、學妹出一分力。

中大今辦「核能關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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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幽靈粒子」的「中微子」在空間

傳播時，不斷由一類「變身」成另外兩類，

是為「中微子振盪」現象。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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