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校携手深化合作

! ! ! !英国罗素大学集团与
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声明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昨日，由剑桥大
学、帝国理工等英国 !"所顶尖研究型大学
组成的英国罗素大学集团与上海交通大学
签署《联合声明》，将深化中国 #$ 高校与
该集团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世界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
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
大学 $所中国顶尖高校组成的 #$联盟被
誉为中国的“常青藤”，成立于 !%%$年。$

校遵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原则，共同培
养拔尖人才。中国 #$高校联盟和英国罗
素大学集团已在科研、创新和教育等领域
开展了深入合作，并在增强双方综合实力、
促进国际贸易合作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为实现研究型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并
保持全球领先的科研、创新和教育水准，世
界高校都需要吸纳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学
者和海外学生。两个联盟此次合作将在以
往的基础上分享信息和方法，以解决全球
性难题，并寻求机遇，以推动思想交流和学
术讨论。上海交大校长张杰表示，希望双方
在研究合作论坛、学生行政管理、学生领袖
国际合作项目、其他专项、本科生交流与短
期交换、大学行政管理、联合研究等诸多领
域建立深入合作，建立 #$&罗素大学集团
例会制度，在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
的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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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者”袁峰：“洞”中划出“星光”
!!年坚守将中国黑洞研究引向世界一流

! ! ! !黑洞，人们对它充满好奇，却很少有人真
正“深入”其中，探寻它的奥秘。“黑洞研究，是
件趣事，却从不是件易事。”中科院上海天文台
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袁峰 !见图 图片由上海

天文台提供" 和黑洞吸积理论打了多年交道，
从 !%%'年作为“海外杰出人才”回国，((年的
光阴让他称得上当今世界资深的“探洞人”。日
前，袁峰被授予上海市自然科学牡丹奖。

只能靠看照片想象工作
初见袁峰，总忍不住被他脸上的笑容吸

引。和神秘、死寂的黑洞相反，他慢条斯理的
语速和淡淡的笑容给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感
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球人，却对距离自
己几十亿光年之外的那些黑洞执着痴迷。

黑洞研究，是个狭小的圈子。有种说法
是，)%*研究者的工作就是用望远镜搜寻几十
亿光年外区域里黑洞的踪影，并拍下照片，而
另外 !%*的人则对着这些照片负责想象，再用
计算机模型来验证想象的结果。袁峰就属于那
!%*的“想象者”。“那里离这儿太远，你肯定想
不到，我的研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想象。”袁
峰说，黑洞所在的神秘区域，是一种超越所有
人类真实的存在。“但就是很有意思。”

大胆猜想颠覆导师理论
黑洞吸积是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物理过

程，描述的是黑洞对周围气体的吞噬。根据吸
积气体的温度，吸积模型分为两类：一是冷吸
积盘，二是热吸积流。针对热吸积流，一个问
题曾引起学术界长达十多年的争论：“是什么
原因导致了距离黑洞越近，气体就越少”？一
位美国科学院院士提出了“外流”的猜想，该
模型假设了黑洞存在外流，吸积率会随半径

的减小而降低是因为不断有物质通过外流的
形式损失掉，而袁峰在哈佛时的导师纳拉杨
提出的“对流”模型则认为，黑洞对流的不稳
定性才导致了随着吸积的进行。
究竟哪个模型才是正确的？!%(!年，袁峰

对着黑洞照片又在冥想，突然灵光一现：为何
不利用大规模数值模拟，对“对流”与“外流”
两种模型的性质做一个统计研究？这样就可
以区分是对流还是外流。结果出来了：吸积流
是对流稳定的，这第一次论证了吸积流中确
实存在着很强的外流。结果出来，一片哗然，
因为袁峰的论证不仅第一次从理论上解决了
两个权威学派的争论，更颠覆了导师纳拉杨
的对流模型。

自然，纳拉杨是对结果不认同的，但袁峰
并没有放弃。他与同行合作，申请到了 +百万
秒的钱德拉太空望远镜观测时间。通过对观
测到的谱线的分析，得到了吸积流密度的径
向分布，进而证明吸积流确实存在外流。!%(+

年 '月，袁峰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召开的“黑洞周围的辐射过程”国际会议，
作为中国大陆唯一被邀请参会的人员，在会
上作了 +%分钟的特邀报告。至此，纳拉杨也
终于认可了这位执着的中国学生的工作。

冷门专业因兴趣而执着
高中同学曾在袁峰的毕业纪念册上给他

写下这样的评价：“你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
人。”或许是这句话激励了袁峰，又或者“想象
者”袁峰生来就是创造践行者。在袁峰的黑洞
“想象世界宇宙”里，他的大胆猜想已经划出
了一道又一道“星光”：他发现了一个新的黑
洞吸积解“明亮的热吸积盘”，解决了明亮黑
洞的高能辐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吸积盘里
喷流形成的磁体流力学模型……

黑洞研究，目前而言在国内仍是冷门，我
国的核心研究人员仅一二十位。曾在德国马
普射电天文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等工作的
袁峰，要在研究相对成熟的国外谋职并不难，
然而，他却毅然回国，“没有多想，就是觉得在
国内也需要这样的基础研究。”
“我读硕时曾学量子化学，最后还是转回

了天文，我也曾遇到不理解，毕竟这个社会有
功利和浮躁情绪存在。但是，遇到困难就放
弃，是做不出有原创性的科学成果的。”选择
了黑洞的袁峰早就做好了“孤独”的准备。如
今，让袁峰自豪的是，他迄今为止发表的 $(

篇 ,#-论文里有 .'篇是在国内完成的。!%("

年，袁峰收到国际天文和天体物理界最权威
学术杂志《天文和天体物理年评》的邀请，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该期刊发表了《黑洞热吸积
流》，这是截至目前国内天文界在该期刊发表
的第二篇论文。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