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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金融時報》周二（10月 3
日）報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
娃受訪時稱，IMF應作出改革，以更好反映過去10年包
括中國崛起在內的全球經濟變化。報道稱，這意味格奧
爾基耶娃支持最終可能賦予中國更多投票權的改革。

中國投票權份額與經濟分量不成正比
格奧爾基耶娃表示，「（IMF）有必要不斷作出改
變，以反映世界經濟的變化。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
IMF能多次動員並克服觀點分歧」，這讓她感到鼓舞，
因此對實現包括投票權在內的改革目標感到樂觀。
《金融時報》稱，格奧爾基耶娃所指的是，中國在

IMF投票權份額與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之間的差距。
當前中國在IMF的投票權份額僅為6%，而中國經濟佔
世界經濟的比重約為此數字的三倍。談到低收入國家的
債務重組問題時，格奧爾基耶娃說，IMF正與中國進行
「穩步接觸」，總體上「相當有建設性」。中國目前是
全球最大的雙邊貸款國。報道稱，傳統上每個IMF成員
國都有一個所謂「配額」，各成員國的份額由國內生產
總值、開放度、經濟波動性、國際儲備等經濟指標確
定，決定該國對IMF的貢獻、投票權重及獲得緊急融資
的機會。儘管中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中佔比更
大，但目前中國的配額卻低於日本。按規定，份額審查
會議至少每5年舉行一次，但上一次改革已是2010年。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
獲得民主黨人支持下，日前通過短期開支
法案，讓聯邦政府暫避過停擺危機。然而
此舉卻觸怒黨內極右陣營，極右立場的共
和黨眾議員蓋茨周一（10月2日）提出動
議，要求罷免麥卡錫。美媒評論稱，這是
對麥卡錫地位的一次重大威脅，標誌着共
和黨內部矛盾升級。

指責麥卡錫與白宮「秘密協議」
蓋茨指責麥卡錫在短期支出法案談判期
間與白宮達成「秘密協議」，同意推動援助
烏克蘭的立法，他要求麥卡錫公布這項「秘

密協議」細節，「我們愈來愈清楚議長到底
為誰工作，他不是為共和黨效力。」蓋茨
承認罷免動議未必能獲通過，但麥卡錫很
可能需要民主黨人支持，才能保住議長職
位，這將「削弱麥卡錫在眾院共和黨人中
的地位」。麥卡錫否認與白宮達成任何附
加協議。對於蓋茨提出的動議，麥卡錫回
應稱，「那就來吧，我會挺過去的。」
除蓋茨外，共和黨眾議員克蘭和古德都
已表示會投票支持動議。消息人士透露，
麥卡錫可能失去至少5名共和黨議員支持，
這是他無法承受的損失。為避免下台，麥
卡錫很可能需要民主黨人支持。

IMF總裁支持改革
暗示賦予中國更多投票權

美眾院極右提動議罷免麥卡錫
共和黨內部矛盾升級

1秒對於人類來說十分短暫，但在原子的世界中，1秒能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人類看着電子的移動，就像影片每一格合成的電影一樣：想要研究
原子世界的每一格，就需要把截取時間縮小至「阿秒」（Attosecond），1阿
秒等於10的負18次方秒，相當於光飛越3粒氫原子的時間。利用阿秒級的光
脈衝，就能捕捉到電子抱着電子的一刻。

如高速相機記錄爆炸氣球
1987年，呂利耶發現把紅外線激光射進惰性氣體時，會產生許多不同光

譜。每個光譜都具有特定周期，對應於激光的每個周期。這些光譜是激光與
氣體中的原子發生的相互作用，激光給予電子額外的能量，發出光形成光
譜。這些光譜可以閱讀出惰性氣體的特質，呂利耶的發現為接下來的突破奠
定基礎。
2001年，阿戈斯蒂尼成功產生和捕捉一系列連續的光脈衝，每個光脈衝持
續時間僅為250阿秒。與此同時，克勞斯正進行另一種實驗，成功捕捉650
阿秒的光脈衝。利用阿秒級的光脈衝，同時研究產生出來的光譜，使人類可
以跟蹤無比快速的電子世界。就像高速相機允許人們記錄爆炸的氣球或高速
子彈等更快的事件一樣，他們的成果為探索物質的原子世界打開了大門。

未來檢測血液疾病特徵分子痕跡
這項技術在許多不同領域都有重要作用，例如材料科學、生物醫學、光學
通訊等，可以用於觀察和控制超快速動態過程，如電子運動、分子振動等。
阿秒光脈衝還可以用於高精度的光譜分析、超快速成像和激光加工等領域。
諾貝爾物理學委員會主席奧爾森說，3位獲獎者的工作將為光脈衝在電子
和醫學等領域的應用鋪平道路，「我們現在可以打開通往電子世界的大門。
阿秒物理學讓我們有機會理解由電子控制的機制，下一步將是更好利用它
們。」她表示，這項發現或許會推動醫療診斷和電子學的發展，未來該項技
術可能會用於檢測血液樣本中疾病特徵分子痕跡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 今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周二（10月3日）揭曉，由

來自美國的科學家阿戈斯蒂尼、德國的克勞斯和瑞典的呂利耶共

同獲獎，以表揚他們發現利用阿秒光脈衝，捕捉電子移動的瞬

間，為探索物質的原子世界帶來嶄新研究工具。諾貝爾委員會

稱，這項發現或許會推動醫療診斷和電子學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芮榕）電子世界瞬息萬
變，打開電子世界的大門需要極其巧妙的工具。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副教授周仁杰
（圖）形象地形容，今次獲獎的研究成果就像為科
學界提供一把極為精細、以阿秒為單位的時間「尺
子」。基於阿秒脈衝技術，科學家們有望研發新的激光
測量儀器，讓這把「尺子」在化學、生物學和醫學領域大展拳腳。
阿秒相當於10的負18次方秒，在一間睡房開燈時，燈光將房間

點亮的瞬間就已過去數百億阿秒。但在電子世界，變化往往發生
在幾個阿秒之間。周教授表示，今次獲獎研究的實驗可以產生以
阿秒為單位測量的光脈衝，從而捕捉電子轉瞬即逝的運動規律。

或可控制電子在材料中行為
周教授提到，阿秒脈衝技術可擴展到應用領域，例如在單原子

層材料學中，各種原子結構不一，過往科學家只能透過理論形
式，推測原子之間電子的相互作用。拿到阿秒脈衝這把尺子後，
科學家們可以從微觀角度分析，甚至將來嘗試控制電子在材料中
的行為，探索研發更多新材料。
周教授所在的激光測量與生物醫學實驗室，也是脈衝激光技術
的受益者。在生命科學領域，人們的認知已從分子層面過渡到原
子層面，小到生物細胞的動態，大到分析人的行為如何受到外界
影響，都有待科學界探索。周教授所在實驗室正研究如何利用脈
衝激光進行原子層結構測量，阿秒脈衝技術有望為研發更精確的
激光測繪儀器奠基。
周教授稱，激光相關研究過去已多次斬獲諾獎，2018年獲獎的
「光學鑷子」和短激光脈衝相關研究，已擴展到原子物理學、化
學和生物醫學領域，未來甚至可能為治療白內障等眼科手術帶去
進步。遙想 1999 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飛秒激光閃光成像技
術」，如今20多年過去，採用相當於千分之一飛秒的阿秒脈衝技
術已成為現實，諾獎正是見證科學的不斷進步，以及對歷代科學
家上下求索的最好表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芮榕） 香港大學理學院物理系助理教
授LUU Tran Trung曾師從今屆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克勞斯，在慕
尼黑大學獲得博士學位。LUU教授表示，今屆諾獎表彰的阿秒物
理學是一個新興領域，他所在研究團隊是香港唯一致力於阿秒物
理學實際應用的課題組，他形容克勞斯的博學與謙遜，讓他留下
深刻印象。
LUU教授解釋，在阿秒脈衝研究之前，科學界只能觀測分子運
動，阿秒脈衝讓科學家可以觀測較分子運動快上1,000倍的電子運
動，這個速度更較人眼觀測的速度快上數億倍。當普羅大眾欣賞
每秒24幀以上的流暢影片時，科學家們觀察的就是瞬息萬變的電
子世界。LUU教授提到，對電子運動相關研究的影響力可延伸至
基礎科學以外，不但能夠讓人深入了解量子力學這一微觀世界規
律，還有望在半導體領域實現突破。例如過去20年間，電子行業
受困於集成電路速度的物理限制，發展陷入停滯。透過研究基本
電子運動，現代集成電路的最快速度有望提升數千倍，阿秒脈衝
技術或為該行業帶來革命性變革。
LUU教授及其團隊致力推動阿秒科學在基礎科學和工程領域的
實際應用。團隊關注電子在凝聚態物質中的運動，並研究進一步
控制電子運動、了解物質性質、探索電子極速演化過程，「我們
的研究離不開克勞斯及其團隊的科研工具，我們很高興我們的研
究領域能夠透過今屆諾獎得到認可和推廣。」
在師從克勞斯期間，LUU教授記得當時其所在團隊規模多達

200人。但在團隊年會上，只有克勞斯能清晰理解每名團隊成員的
報告，提出的問題一針見血、切中實際，「對我來說，克勞斯的
學識和智慧似乎沒有邊界，但他每一次都會謙虛地說『如果我錯
了請指正我』，『我向你學習』。我認為我對他的學識、智慧以
及身上卓越的特質的欽佩，怎麼說都不為過。」

本報專訪中大教授
「供科學界極精細尺子」

港大教授讚克勞斯謙遜
對成員說「我向你學習」

香港文匯報訊 物理學家呂利耶是諾貝爾
物理學獎歷來第5位女性獲獎者，她因開發
出世上最快的攝影設備後，有外國媒體稱她
為「『跑』得最快的女人」。

拍攝原子中一顆電子運動
這套攝影設備能以阿秒（1阿秒為10的負
18次方秒）為時間單位來記錄事件，能拍攝
原子中一顆電子的運動。作為該技術的理論

提出者和實踐者，呂利耶讓科學家得以進一
步觀察基礎世界，提高對物質結構的認識。
阿秒物理研究為呂利耶贏得無數獎項，包
括2011年獲「世界傑出女科學家成就獎」。
她坦言從未想過放棄教職，「我愛教學，更
愛與他人分享我對待科學的態度和方法。」
而作為女性科學家，她堅持女性也可從容應
對家庭和科研，「只要想做，終究是能做到
的。」

物理獎第5位女性得主 開發世上最快攝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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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現為
美國俄亥俄州立
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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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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