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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找到“光变物质”的简单方法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常丽君 发布时间：2014-05-20 【字号： 小  中  大 】 

  科学家布雷特和惠勒1934年提出，如果让两个光子通过撞击结合在一起，有可能变成物质，形成电子和正电

子——这是最简单的“光变物质”方法。但他们也认为这只是理论，从未想过有人能实际证明这一预测。目前能把

光变成物质的实验都伴有大量高能粒子，纯光变物质的布雷特-惠勒正负电子对从未在实验室里被观察到过。 

  最近，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与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物理学家合作提出了证实这一理论的一个非常简单方

法，并模拟成功。相关论文发表在最近出版的《自然·光子学》上。 

  伦敦帝国学院物理系教授史蒂夫·罗斯说：“布雷特和惠勒首次提出这一理论时，虽然所有物理学家都相信它

是真的，但从未在实验室里被证明。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确实找到了利用现有技术即可验证这一理论的简单方

法。现在我们把这个方法公布出来，大家就能用我们的方法去实践这一里程碑式的实验。” 

  物理学家组织网5月19日（北京时间）的报道称，研究小组提出对撞实验涉及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先用极强

激光把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把这些电子发射到一块金板上，生成一束高能光子，这些光子的能量是可见光的

10亿倍；下一步，用一个很小的金空腔作黑体辐射，他们向金空腔内表面发射高能激光，产生热辐射场，从而产生

类似于恒星发出的光。然后，他们让第一步实验产生的高能光子直接进入空腔中心，让这不同来源的两束光子撞在

一起，形成电子和正电子。在电子和正电子离开空腔时，就可能检测到它们。根据蒙特卡洛模拟显示，该系统一次

发射能产生大约10万个布雷特-惠勒对。 

  首席研究员、等离子物理学在读博士奥利弗·派克说：“虽然这一理论听起来简单，要想实验证明却非常困

难。我们能很快想出对撞的方法，但还要提出能用现有技术来实现的实验设计。我们发现黑体辐射空腔不仅能研究

聚变能量，还为创造光子对撞机提供了完美条件。” 

  研究人员还指出，这一成果不仅第一次实验证明了布雷特和惠勒的理论，而且这种“光子—光子对撞机”能利

用现有技术把光直接变成物质，代表了新型高能物理实验的进步，这种实验能再现宇宙形成的最初100秒内的重要过

程，表现伽马射线爆发，这也是宇宙中最大的爆发和物理学中最大的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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