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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效果图

姻本报记者魏刚
曾经以拥有众多美制 P-3C 反潜巡逻机而

在反潜能力上自信满满的日本自卫队，如今又要
鸟枪换炮了。
从今年 3月起，在神奈川县的海上自卫队厚

木基地的上空，人们就会看到两架与众不同的反
潜巡逻机。日本防卫省宣布，这两架日本川崎重
工研制生产的 P-1 反潜巡逻机的部署只是开
始，随后将用 70架 P-1反潜巡逻机逐渐替换现
有的部分 P-3C反潜巡逻机。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杜文龙在接受《中国科学
报》采访时表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岸基
反潜巡逻机 P-3C曾是日本自卫队反潜的主要
力量。尽管日本取得了生产许可，同时对一些关
键系统进行了改进，使日本自卫队的 P-3C在性
能上超过了美国原型机；但是，P-3C毕竟是 40
多年前研制的产品，而且日本自卫队最后一架
P-3C是 1982年生产的，距今也 30年了，不但性
能落伍而且大部分飞机已接近退役年限；此外，
日本一直希望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追求反潜能力
自主化；正是这些原因让日本制造的 P-1登上
反潜的舞台。

与 P-3C 反潜巡逻机使用螺旋桨发动机不
同，P-1 反潜巡逻机装备 4 台喷气式涡扇发动
机，使巡航速度达 820公里 /小时，比 P-3C 的
620公里 /小时快了许多。它的巡航高度为 1.1
万米，比 P-3C的 8800米高了不少。P-1航程约
8000公里，也比 P-3C航程远。
杜文龙告诉《中国科学报》，P-1反潜机续航能

力和飞行高度为 P-3C反潜机的 1.3倍，从日本基
地起飞最远可到马六甲，涡扇发动机也使其在单位
时间内反潜搜索区域更大，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最快
的速度赶到目标海域执行侦查、搜索、攻击任务。

一般来说，反潜机在搜索潜艇时往往采用红
外探测、磁场探测、声纳浮标三种方式。P-1机尾
有用于磁场侦测的侦测管，在驾驶舱后的机舱内
配置有专司各种数据处理的控制台。P-1在机首
上方装有敌我识别器，而下方有可收缩隐藏的红
外线传感器。机首内装有自行开发的相控阵雷
达，雷达天线则分置于前起落架舱门两侧。驾驶
舱后机身上方有两只突出圆锥体，前边的圆锥体
是电子支持装置天线，后边的圆锥体是卫星通信
天线。在主翼根部之后有声纳浮标投射孔 4个，
利用压缩空气把声纳浮标射出。

由于日本的电子工业比美国发达，所以在
P-1反潜机上配备的这些电子探测设备探测效
率较高；此外，由于 P-1反潜机的航程远，搜索
半径大，因此布撒声纳浮标的范围也较大。
因此，杜文龙认为，P-1反潜机的反潜能力

已超过 P-3C反潜机，不但对在航行时需使用通
气管充电的常规动力潜艇构成威胁，而且对在深
海中潜航的静音潜艇（韩国海军的德制 214级、
219级，印尼海军的德制 214 级，马来西亚海军
的法制鱿鱼级）也具有很强的潜艇形状及性能判
别、静音跟踪功能。

P-1反潜机除配备有鱼雷、反潜炸弹对潜艇
进行攻击外，还配备有反舰导弹可以对水面舰艇
进行攻击。可以说，P-1反潜机的装备将大大压
缩周边国家潜艇的活动空间。

当然，P-1反潜机的自卫能力还是较弱，一
般需在掌握一定制空权的海域执行任务。即使如
此，有较强防空能力的水面舰艇仍然会对 P-1
反潜机造成威胁。
因此，杜文龙认为，P-1反潜机只能用于平

时反潜，而战时 P-1反潜机的作用更多的是电
子战和搜集情报，战时反潜还要依靠攻击型潜艇
和舰载直升机。

P-1反潜机：“水下幽灵”的杀手

军事空间

姻本报记者童岱
前不久，“一张图告诉你金针菇打了多少

激素”的帖子在微博上特别火：“无良商家过量
使用激素导致金针菇逆生长！长春网友反映，
一周前买来的金针菇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发现
非但没有一点枯黄的样子，反而华丽丽地完成
了逆生长，连保鲜膜都给顶破了，这样的金针
菇你敢吃吗？”
事实上，我们刚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金针

菇并没有“死”去。金针菇是一种耐低温的食用
菌，正常生长温度在 4℃~8℃之间。从网友提供
的图片上来看，保鲜膜里的金针菇显然带着根
部，这便为其“逆生长”提供了条件，因为根部相
当于为其提供了水分和营养，在 5℃左右的冰箱
中如鱼得水继续生长，甚至顶破薄薄的保鲜膜。
除了草菇需要温度在 25℃左右的条件下生

长外，像平菇、蘑菇、杏鲍菇等食用菌类，只要条
件环境具备，都可以在冰箱中继续生长。
还有其他一些蔬菜也会产生“逆生长”现象。

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芦笋。芦笋实际上是石刁柏在
春天长出的幼嫩的茎，顶端包含有活动旺盛的分
生组织。在芦笋收割后，如果不及时处理，芦笋会
由于顶端的生长造成伸长和木质化，同时由于向

地性作用使得芦笋弯曲，
品质下降。
至于金针菇生产中打

激素的说法，更是让激素
“躺着中枪”。金针菇等食
用菌类的生长非常娇贵，
热了不行，冷也不行，还要
求合适的光线、卫生条件
及密封度。不仅是不能喷
激素，而且不慎沾上了水
滴，也可能导致金针菇变
黄、起斑，甚至腐烂。
所谓的激素通常是指

植物激素，是一种生长调节
剂，一般对作物使用以达到
稳产、增产的目的。比如防止落花落果的防落素；促
进细胞分裂、果实膨大的膨大剂（氯吡苯脲）；催熟
调节瓜类的乙烯利；促进植物生长的赤霉素；延长
贮藏保鲜的青鲜素等等。这些只要正确使用，就不
会产生危害。对于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我国《农药管
理条例》中，就早已将其作为农药进行统一管理。
当然，滥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情况在其他蔬

果上也有过体现。比如使用者过度追求作物的高
产量，不正确地使用生长调节剂，造成激素残留，

同时会严重影响西瓜、草莓、葡萄等产品的品质，
通常表现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比如草莓不
正确使用膨大剂后，果实变大、色泽艳丽，但味道
和口感就很难恭维了。

所以说，“逆生长”的金针菇和激素之间没有
半点关系，这仅仅与其自然属性相关，而且和它
同样拥有旺盛生命力的“兄弟姐妹”还不少。至于
植物激素，只要在对作物的使用中遵循规范，就
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也可放心食用。

姻本报记者童岱
利用粒子加速器创造微小的黑洞，所需要的

能量远比之前预想的要少得多。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的理论物理学家弗朗斯·普里托里厄斯和同事
威廉·伊斯特的这项研究发现，发表在近日的期
刊《物理评论快报》上。
需要注意的是，科研人员并非真的制造出了

黑洞，而是利用超级电脑模拟了粒子以接近光速
的速度发生碰撞，结果显示会形成微小的黑洞。
无疑这是针对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所做
的模拟试验，问题是，以现在的科技水平和设备，
人类真的能制造黑洞吗？

被大大高估的黑洞制造能力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由欧洲粒子物理研
究中心（CERN）主持建造，是一个国际合作的
计划，被称为世界规模最庞大的科学工程，它
利用高速粒子束相撞产生的巨大能量，能够重
现微观层面的“大爆炸”发生后的宇宙形态。但
学者们对于这个大家伙并不友善，在建设初
期，欧洲和美国的反对人士分别向当地法院提
出起诉，要求叫停或推迟这个项目，他们的理
由是，LHC 能产生危险的粒子或者微型黑洞，
从而毁灭整个地球。

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物理学家在地球上利
用有限的能量成功地创造了这些黑洞，这将证明
宇宙中额外维度的存在。

“关于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炒作就一直不
断，但以其目前的能力来看，并不足以制造出黑
洞，无论大小。”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教授何香涛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对黑
洞的认知还处于理论层面，尽管从观测结果和理
论分析来看，宇宙中应该是有黑洞存在的，但目
前还有部分学者对此持不肯定的态度。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王思潮也认为，
仅就制造黑洞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
的能力被大大地高估了。
此前学者们的担心，多是在欧洲大型强子对

撞机问世前，甚至有观点认为它是否会成为“黑
洞工厂”。原因在于，粒子以高速环绕 27千米宽
的圆形原子对撞机运行，一直到与另一个粒子发

生撞击产生爆炸性的能量。有数据显示，每个粒
子束撞击产生的能量，最高时相当于 400吨重的
火车以 195千米 /小时撞击时产生的能量。

产生黑洞的能量远远不够

普里托里厄斯所做的电脑模拟依据的理论
依附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认为质量与
能量是相关的，这表明粒子在对撞机里加速越
快，其质量会随之变大。普里托里厄斯认为黑洞
的形成，所需要的能量只有预计的三分之一。

然而，传统的物理学认为形成一个迷你黑洞
所需要的能量，大约是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能提
供的能量的千万亿倍。即使实际能量只有预计的
三分之一，以目前的设备而言仍然无法达到。北
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马伯强也曾对媒体表示，人
类制造的粒子加速器的能量还很低。即便是制造
出迷你黑洞，也会因量子效应而使存在时间非常
短，据说只能闪烁十亿分之一秒，它在瞬间就蒸
发掉了，根本吞噬不了任何物质。
浙江工业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忠超曾撰文提

到，从膜宇宙学的角度看，在膜世界场景中，最小
的黑洞质量数量级为 1012电子伏，而欧洲大型强
子对撞机可使一对粒子能量达到 14×1012 电子
伏。其实宇宙线打到外大气层时碰撞的质心能量
可达到 4×1014电子伏。粗略估计，整个地球表面
上每天大量产生这样的黑洞，这虽然观察不到，
但也未危及我们的安全。因为这些黑洞很快就被
蒸发光了。

换个角度利用“黑洞”

黑洞通常是由庞大的恒星在生命结束之后
自我坍缩形成的，是一种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
天体，在它周围的一个区域里，连光也无法逃逸
出去。

黑洞听起来很可怕的样子，但普里托里厄斯
自己也谈到，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制造迷你黑洞
存在一个误解，就是微型黑洞也会吞噬地球，这
几乎是不可能的。

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此前就计算出
所有黑洞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质量，放射
霍金辐射。迷你黑洞会通过这种蒸发过程而逐
渐收缩，这种速度远比其吞噬物质成长的速度
快得多，通常在大量吞噬物质之前就已经消
亡。
黑洞的特性也一直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在

2010年 10月，《科学》杂志还刊发了中国东南大
学崔铁军教授和程强教授制造出“人造黑洞”的
研究成果。

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黑洞，实验室里的
“人造黑洞”实际上是一个模拟装置，只吸收电磁
波，不吸收能量，将来还能吸引光源，不具有危险
性。但这种研究方向也为绿色能源开辟了一条新
道路，只要“人造黑洞”所在的地方有电磁存在，
那些电磁波或光波就会源源不断地被它收入囊
中，不受任何其他外界条件的限制。“人造黑洞”
在未来可以用来收集太阳能，这或许会比太阳能
电池板更高效。

金针菇为何“逆生长”
微探索

“ 吞噬万物，连光都无法逃逸，“性情怪异”的黑洞总是让人侧
目，没有什么能直观地接触它，靠近它的物质，都会被拽进它的
世界。有学者认为，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能制造出迷你尺寸的黑
洞，但显然，事实并未因此而发生。

姻本报记者胡珉琦
早在今年 1月 22日，俄罗斯一颗名为“太空

球透镜”（BLITS）的小型卫星在空间遭到撞击，运
行轨道发生严重改变，而且自转角速度和纬度也
发生变化，美国科罗拉多州太空标准与创新中心
接受俄方委托调查此事件。
近日，该中心发布研究结果称，肇事者极有

可能是中国 2007年进行反卫星试验导致的太空
碎片。不过，这一并没有确切证据的说法遭到了
中国的质疑，俄罗斯对此也没有给出官方说法。

美方推断没有证据

“太空球透镜”是一颗纳米卫星，重 7.5公斤，
由俄罗斯在 2009年 9月 17日发射升空。旨在用

于研究地球物理学和相对论领域里的科学问题，
以及完成卫星轨道高精度测量和预报等任务。

据了解，全球卫星激光测距服务系统在 2月
28日确认了此次撞击。而美国太空标准与创新中
心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专家在检查了
碎片数据库后，发现在“太空球透镜”卫星轨道变
化前，中国“风云一号”卫星的一块碎片从旁边飞
过。该中心还推测说，撞击卫星的太空垃圾最小
可能仅有 0.08克，碰撞速度约为 9.7公里 /秒，但
是它使卫星的轨道半径缩小了 120米。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空
间碎片专家都亨告诉《中国科学报》，“太空球透
镜”遭到空间碎片撞击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而要
明确具体是哪一块碎片，必须给出确切的证据，
比如该碎片的观测数据和轨道参数等等。但是，
美国方面至今没有给出详细的解释。
“从技术角度讲，空间碎片是可以从地面被

追踪的，不过，它们大多是近期刚产生的碎片，数
量不是很大，体积也足够大，而且探测较为准确，
不存在任何疑义。”都亨表示。

“卫星杀手”越来越多

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已经过去了 6年时间，
碎片存在的轨道由于空间环境的变化又是不稳
定的，而且，目前为止还没有非常准确的跟踪仪
器。都亨说，“除非美国在 6年前就已经监测到了
那个碎片的轨道，并且一直跟踪到现在，才有可
能给出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空间碎片俗称太空垃圾，它包括了运载火箭
和航天器在发射过程中产生的碎片、航天器表面
材料的脱落，以及火箭和航天器爆炸、碰撞过程
中产生的碎片等等。

都亨解释，空间碎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1
毫米以下的，它们的杀伤力卫星可以承受，只要
能提高自身的防护能力；而一旦碎片达到几厘米
以上，卫星遭到撞击的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卫星
可以穿上更厚的保护层，但这也会给它们带去过
重的负担，而且成本压力巨大。
有媒体此前报道，目前在近地轨道共有大约

60万颗大于 1厘米的空间碎片，而大于 10厘米
的空间碎片有至少大约 1.6万颗，与它们相撞则
会直接导致航天器的“寿终正寝”。
都亨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各国还在担

心，这么多碎片的存在可能会引发更可怕的连锁
反应。一旦航天器和碎片产生撞击，航天器就可
能生成更多新的碎片，从而增加碰撞的几率。

捕捉碎片才是硬道理

应对太空垃圾，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
最早提出的原则之一就是减少碎片的产生。都亨
表示，这不外乎是控制运载火箭在完成任务后不
发生爆炸，或者完整回收。据了解，“长征三号”、
“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已经实现了这项技术。

要保证太空安全，预警自然是必不可少，尤
其是对于较大的碎片，地面雷达可以进行跟踪，
从而在制定航天器运行轨道时采取避让的措施。
都亨还透露，如今，各国都在试图作出突破

的是关于空间碎片的捕捉技术。不过，他坦言，这
项技术所需的投入和花费甚至可能高于卫星的
发射，因此，国际间的责任分配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他还提到，该技术可能涉及各国军事

领域的安全问题，毕竟，谁掌握了碎片捕捉技术，
一定程度上也就具备了捕捉他国航天器的能力。
这也使得这项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变得格外敏感。

空间碎片，拿什么拯救

制造迷你黑洞暂时没戏

茛科学家担心欧洲强子
对撞机可能制造出迷你黑洞，
对人类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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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能
够重现迷你型“宇宙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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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多的太空垃圾都是潜在的“卫星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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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上传的“逆生长”金针菇，实际上是自然生长，并非激素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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