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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利用中微子束穿过大地进行了一次通讯 

  科学家利用中微子通信的设想已提出数载，但如何方便地发射和探测中微子，把信息有

效地调制给中微子并解调出来，一直是有待解决的难题。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3月14日报

道，科学家首次成功采用几乎无质量的一束中微子，以接近光的速度穿过240米厚的石头传递

信息。这个团队已将相关研究论文提交给《现代物理学杂志》。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北卡州立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教授丹描述这项研究说：“不

使用卫星或电缆，人们通过使用中微子可在地球上任意两点间交流。中微子的通信系统会比

现在的通讯系统更复杂，其在未来将有重要的战略用途。” 

  大多数通信是通过发送和接收电磁波完成，但电磁波不能够轻易通过很多种物质，会被

水和山以及许多其他液体和固体阻挡住。中微子是一种质量极小、又不带电的中性基本微

粒，它能以近乎光速进行直线传播，并极易穿透钢铁、海水，而本身能量损失很少，因此是

一种十分诱人的理想信息载体。 

  研究人员在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使用了两个关键设备。第一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

加速器，通过让质子沿着2.5英里周长的轨道加速，然后用碳靶碰撞它们而打出高强度的中微

子束。第二个是位于地下100米洞穴中被称作MINERvA的重达几吨重的探测器。由于在探测

时，中微子不容易被探测到，所以用这种探测器来探寻，会从大约上百亿个微粒中探测到一

个。 

  通信测试进行了两个小时，期间加速器正加速到其充分强度的一半时，MINERvA探测器在

同期采集到了通信测试的交互数据。具体操作是，在一端，科学家使用中微子发送的信息被

转化成二进制代码，换言之，把单词“中微子”描绘成一系列的“1”和“0”；在另一端，

用MINERvA探测器探测到中微子，计算机把其传过来的二进制代码转换成英语，于是“中微

子”这个词被成功接收。 

  参与这项实验的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物理教授弗兰德说：“显然，我们目前使用中微子传

递信息的技术还需要大量的高科技设备，这在现今是不实用的。但这一步是促使现今技术朝

向未来实际应用中微子通信的一个示范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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