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媒体解读当今最难回答的 20 个大科学问题 

评注：好奇心是我们探索的动力，各位同学，你们对哪个（些）感兴趣？——吕红 

从宇宙的奥秘到人为什么会做梦，人类至今依然有许多难题没有得到解答。近日英国《卫

报》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他们试图解答位列前排的那几十大科学问题。这些谜题既可

以说是科学巨轮前进方向上的灯塔，却也未尝不是所有“航海者”——科学家们的终极“噩

梦”。 这就是当今人们最该知道却最难于回答的 20 个科学问题。 

  

问题一：宇宙由何组成？  

尽管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但是天文学家们至今依然无法解决

一个尴尬问题——那就是回答宇宙的 95%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周围由原子构成的、可见的

世界，其物质总量仅仅占到宇宙的 5%。经过以往 80年的研究，人们终于确定是两种隐形的

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了那些剩余。暗物质首先于 1933年被发现，它就像一种无形的

胶水，将星系、星云粘合为一体。暗能量则直到 1998 年才为人所知，它是宇宙加速膨胀的推

手。天文学家确信，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揭开这些神秘存在的真实身份的那一天。  

问题二：生命打哪儿来？  

40亿年前，地球混沌一片的原始环境中，生命最初级的形态开始涌动。若干最基本的化

学元素相互聚集，并开始了生化反应，最终产生了第一批可以自我复制的分子。而人类正是

这些分子演进后的造物。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彼时那些基本化学元素是如何自发排列出生

命的形式？人类如何以及从何获取了 DNA？世界上第一个细胞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即便在



化学家斯坦利·米勒“原生汤”理论提出一百多年后，依然众说纷纭。有人坚持认为生命来

自火山边上的热水池，有人则更相信是陨石带来了生命。  

问题三：银河存知己？  

问题的答案或许为“否”。  

一直以来，天文学家在宇宙中搜索地球可能存在的同类。尤其那些水以液态存在、可能

产生生命的星球，如木卫二、火星甚至遥远的系外行星。功能强大的射电望远镜始终监控着

宇宙中的信息。1977年，它们还接收了一个可能为外星人发出的信号。与此同时，天文学家

们也在不停地扫描目标星体可能具有的大气层，以期寻找到氧气和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接下来的数十年，或许将成为天文学家的狩猎季，仅银河系内就有着近 600亿个潜在目标。  

问题四：我们缘何如此特殊？ 

如果仅仅从 DNA上看，人类并不见得具有超越其它动物的特点。例如，人类基因组与黑

猩猩有高达 99%的相似，甚至跟香蕉也看起来差不多。而此前许多被认为是将人类与动物区

分出来的特征，比如语言、使用工具、辨认镜中的自己等等，一些动物都可以做到。之所以

我们没有与动物混为一谈，首先在于我们有着发达的大脑——人类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是大

猩猩的三倍。其次或许就是我们的文化，以及它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

为对火的利用及其衍生的熟食习惯帮助了大脑的发育。此外，群居合作、交流、交换技术也

促使我们脱颖而出，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  

问题五：意识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只知道，意识并不属于大脑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由

大脑不同的区域共同作用而产生。研究意识的问题，一条可行的思路是，循着摸清到底大脑

的哪些区域参与了作用机制，以及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来展开。另外借助人工智能构建出一

个高度仿真的模拟大脑，也可能有所裨益。不过，这些并不能从哲学层面回答意识存在的意

义。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意识存在的目的，是帮助人类更好地适应生存。对于感官获得的外

界信息，大脑并非简单地做出反应，而是通过整合、筛选、加工外来的信息，为人们甄别当

下的现实，想象绚烂的未来提供支持。  

问题六：人为何会做梦？  



人生苦短，其中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睡眠。不过即便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睡觉，人

们对睡眠的许多事情依然一无所知。科学家们就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会睡觉和做梦。弗洛伊德

理论的信徒们认为，梦表达了尚未实现的愿望，而这些通常跟性有关。也有人相信梦只不过

是休息中的大脑某些混沌的思维。如今，动物实验以及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已经令我们认识

到梦对于人类记忆、学习和情感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实验显示老鼠会在梦中重现自己清醒

时的经历。目的应该是帮助自己在经常会被放入的迷宫中找到出口。  

问题七：物质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或许会令人有些头疼。首先，构成人体的东西叫物质，它有一个

和自己只存在电荷上的差异、名为反物质的“亲生兄弟”。不过两者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相遇只会导致湮灭和消失。为什么会有这种兄弟倪墙的情况，合理的解释是，大爆炸造

就了数量相当的正、反物质。因而一旦物质遇到它所对应的反物质，两者就会同归于尽，只

留下能量。不过，就我们所在的宇宙而言，物质似乎更受造物主的偏爱，否则也就不会有人

类的存在。至于为什么会这样，物理学家们正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提供的数据来追寻答

案，并将超对称性和中微子作为两个最具可能的突破点。  

问题八：一个，还是一群宇宙？  

宇宙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有必须的条件在同一时间恰好具备，哪怕有一点微

小的设定更改，或许就不会有我们这样的生命存在。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其他不同的设定条

件下，是否会产生其他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微调”的问题，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正日渐转

向“其他的宇宙”。按照设想，如果有无数个宇宙存在于多元宇宙之中，那么这意味着每一

种条件的组合，都会产生一个结果——就像人类所生存的这个宇宙一样。这听起来可能有些

疯狂，但宇宙学、量子物理学提供的证据正佐证这个方向。  

问题九：碳排放，放在哪？ 

   碳排放现在是个热门词汇，那么为了地球的环境着想，碳最好排放到哪里去呢？在过去

的数百年里，人类把地下的化石燃料作为工业的血液加以利用，而所排出的二氧化碳，则塞

满了整个大气层。如今，气候变暖的压力之下，我们想要物归原主，把碳送回它们一开始来

的地方，比如埋进废弃的油气田，或者深藏海底。不过，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些方法会万无一

失。在处理旧麻烦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保护森林、沼泽等自然界真正长久储放碳的地域，并

积极开发利用低碳、无碳的清洁能源与新能源。  



问题十：太阳能否给予我们更多？  

碳排放的压力，正迫使人们在控制石化原料消耗的同时，寻找一种新的能源供给。太阳，

这颗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就提供了多种方案。首先我们已经在利用太阳能产生电力。此外，

利用日光能量对水进行分解，得到氧气、氢气也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氢气能够成为未来燃

料电池汽车的动力来源。此外，科学家们也一直没有放弃对“无尽能源”核聚变的研究，希

望这些方法可以解决人类对能源的不竭渴求。  

问题十一：质数它怎么了？  

数学不灵光的人，一般对质数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全地网上购物，靠

的正是这些只能被自己和一整除的数字保驾护航。信息安全是电子商务的核心。互联网专家

们就通过将质数做成密钥来保护企业和客户的机密信息。不过，虽然质数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本身在学术上依然是个未解之谜。研究质数在自然数中分布规律的

黎曼假设，几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最聪明的数学天才的目光，但至今无人可以给出完美解答。

当然，某个怀揣不法之心的人的成功之日，或许将是电子商务的末日。  

问题十二：细菌能否彻底被击败？  

自弗莱明爵士于 1929年发现青霉素起，抗生学便成为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他这项

令其捧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第一次令人类在与细菌的万年战争中占到了一次上风。一批

能够抵御最致命疾病的药物出现，手术、移植和化疗等医疗手段由设想化为现实。  

现在，近一百年过去了，弗莱明的这份遗产开始出现了问题。随着细菌的“与时俱进”，

仅在欧洲，每年就有大约 25 万人死于多重耐药病菌。此外，不仅药物的供应渠道被诟病了几

十年，抗生素的滥用更是将问题变得更糟——美国 80%的抗生素竟然被用于刺激家畜的生长。

幸运地是，基因测序技术正在帮助人类开发出细菌无法适应的抗生素。这些新药的研制方法

或许听起来有些不善，比如从排泄物中“收编”良性细菌，又或从深海中寻找新型细菌，这

些都令我们有机会在这场与有机物的军备竞赛中，取得领先。  

问题十三：计算机的极限在哪？  

摩尔定律的存在，让计算机的发展成为一列停不下来的火车。今天我们人手一部的平板

电脑和智能手机，比 1969年美国人登月时所使用的电脑强大了不知多少倍。但现在我们需要

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体积小型化日渐极端时，如何能够持续不断地提高计算机的能力。当



处理器芯片的物理空间即将压榨殆尽，电脑制造商是不是可以考虑一种新的设计思路？或者

开发类似石墨烯、量子计算等新材料和新系统？  

问题十四：治愈癌症可能吗？  

直白地说，不会。因为癌症实际上并非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种数百种的疾病因素的松散

组合。早在恐龙时期就业已存在的癌症，肇始于各种基因缺陷，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罹患癌症

的风险。生命延续的时间越长，身体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原因在于癌症也和我们

一样，不断为了生存而进化着。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虽然癌症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人

类依然依靠遗传学研究，日益了解、把握其诱发的原因以及扩散的方式。针对癌症的治疗和

预防措施也日臻丰富。事实上，每年全球 370万例癌症病例中的一半以上，都是可预防的。

基本措施包括戒烟戒酒，控制饮食，保持锻炼，避免长时间日晒等等。 

 问题十五：机器人服务于人的时代？  

如今的机器人技术，已经达到提供饮料、搬运行李等简单任务的程度。而与人类的社会

分工一样，机器人的发展，将衍生出精于某一单项技能的专业工人：它们能按照你的亚马逊

订单安排发货，熟练地挤牛奶，整理电子邮件，载着你往返于机场不同的候机楼。不过，尽

管有了这样快速的进步，我们仍旧需要攻破机器人技术最大的一个瓶颈——人工智能。如果

没有极高的自我思维能力，人们很难会完全放心地交给机器人独自照顾老人这样的任务。目

前，日本已经计划于 2025年前实现机器人照顾老人的设想，不过对此依然需要我们进行更细

致的思索。 

   问题十六：海底究竟有什么?  

自出现在地球上，人类的生存发展一直与海洋休戚相关。但是直到今天，整个地区海洋

中的 95%依然没有人类涉足的痕迹。广袤的海洋深处，到底有什么？寻找该问题答案的尝试，

从未间断。1960年，唐纳德·沃尔什与雅克·皮卡德借助深海潜艇，下潜了海面以下 7英里

处。这次探索极大地推进了深海研究的进程，不过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并未获得太多的结

果。由于对潜水设备的高要求以及人类身体的脆弱性，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依靠深潜机器人

去执行任务，并且得到了许多新奇的发现。然而与整个海洋相比，这仅仅只是那个水下世界

神奇魅力的九牛一毛。  

 

 



问题十七：黑洞的真相是什么？  

目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理由之一是找不到可以承担研究任务的工具。不过我们

可以从理论上着手。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恒星在寿命完结之后形成黑洞，这是一个持

续不断的坍缩过程，最终将得到一个无限小的极高密度点，即“奇点”。只是，量子物理学

家对此或许并不持赞同意见。作为广义相对论的对手，量子物理学数十年来从未表露丝毫愿

意与前者“同流合污”的意思。不过，抛开双方对彼此的成见，一个被称为 M 理论的研究成

果，或许能够回答黑洞中心到底有什么的谜题，揭开这个宇宙最极端造物的真面目。 

 问题十八：长生不老行不行？  

当今社会，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这也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感觉：衰老或许不是生物的必

然宿命，相反，它是一种能够借助医学技术治疗预防或者暂缓的疾病。导致衰老的原因是什

么？为什么某些特定生物的寿命长于其他？对于这些问题，尽管我们尚未理清所有细节，但

所掌握的答案已然越来越多——DNA损伤，老化、新陈代谢和优育之间的平衡，基因于其间

的作用等等。这些都在逐渐组成一幅宏伟、完善的图景，或许还能够帮助人类改进药物疗法。

不过，与其追求活得长久，倒不如提高这种长寿的质量。像糖尿病、癌症等许多疾病都属于

老年病范畴，因而治疗这些老年病本身或许就是一个切入点。  

问题十九：人口如何不再是个问题？  

自从上世纪 60年代起，这个星球上的人口数量增加了一倍。而在现在 70多亿的基础上，

到 2050年将会达到 90亿。地球所能提供的空间是有限的，彼时人类如何提供充足的食物和

燃料自给自足？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不管是考虑火星移民，

还是向地下拓展生存空间，抑或加快生物农业技术的发展。  

问题二十：时间穿梭有可能吗？  

实际上已经有人实现了这种可能。按照狭义相对论的说法，环绕轨道运动的国际空间站

中的宇航员，他们对于时间的感受，就要比地球上的同类们慢。当然，虽然空间站的速度已

经够快，若要实现时间穿梭，依然差得很远。不过，如果能够做到持续加速，人类实现纵观

千年也绝非不可能。自然规律认定，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但物理学家们不这么想。他

们已经制定了借助虫洞以及宇宙飞船实现时光回溯的蓝图。那时，你可以自己给过去的自己

送上一份圣诞礼物，或是找到宇宙未解之谜的答案。 

——摘自科学网 2013年 9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