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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
各国科学家纷纷研究

高温超导现象
,
取得了重大的研究和

应用进展
。

作者对下述六篇文章的内

容进行了综述
,

分析了美国超 导研究

及应用的状况
,

预计了未来五年的发

展
 

一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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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瓦兹希尔德
《
五个新实验中有四个声称找 到 −0

1& 2 中微子的证据浦 月号

六年前
,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的辛普森报告其在氖

的 月衰变实验中找到了质量为 − 0 1 ( 3 的中微子
,

这个

质量为电子的 − 4 5 。,

大大高于其他人在氖衰变电子能

谱末端测得的非零中微子质量值
 

但辛氏的实验结果

很快受到一批新实验的否定
,

只给人们留下了怀疑
 

然

而最近几个月来
,

这一问题又一次成了物理学家们的

热门话题
 

全世界共有五个核 产衰变新实验获得了结

果
 

其中四个用半导体探测器进行的实验找到了支持

辛普森 − 0 1 & 3 重中微子的证据
,

两个实验分别使用的

是 ” ∃ 源和
’‘

6 源
,

测量的是 月衰变的电子能谱
,

另两

个实验则用 ”!& 源和
’ ‘

7 “
源

,
测量内部韧致辐射的

了谱
 

获得否定结果的 6 ( 8‘“曲 小组
,

他们使用的是

磁谱仪
 

实验家们将着手解决这两类 月衰变实验结果

极不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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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莱特
《

氧化物超导体的合成::; 月号

自从 − . ; < 年氧化物超 导体发现以后
,

有不少证据

说明这些氧化物材料是亚稳态的
 

人们已经知道
,

缺陷

和热力学不稳定性是高温超导体合成中的重要 问题
,

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更好地合成

高温超导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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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根森《铜氧化物的缺陷和超导性::; 月号

高温超导铜氧化物材料的结构异常精致而 复杂
 

这些材料的结构是非常有趣的
,
它系由金属一氧层以

各种顺序重叠在一起
,
而金属原子又往往处在反常的

排列位置上
 

我们目前对氧化物超导特性的了解主要

取决于我们对材料的基本结构的了解
 

但是
,

我们也

知道
,

仅仅了解材料的标准结构是不够的
,

因为超导特

性主要依赖于结构缺陷及这些缺陷的排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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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
《

设想未来 > ? ≅ 5≅ 年的科学与技术
》 Α 月号

作者现任美国康耐尔大学校长
,

是一名地质学及

矿物学教授
 

他对未来 <≅ 年中人类面临的人 口
、

疾

病
、

教育
、

环境
、

城市问题和国际关系等六大间题作出

了乐观与悲观的两种估计
 

他认为
,

为了美国今后 < ≅

年的繁荣和安全
,

必须对当今美国 的科技政策和严重

的教育问题作出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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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光的局域性
》 Α 月号

在某些介电物质的显微结构中
,

光表现出局域模

式
,

类似于电子在无序固体中显示出的局域波函数
 

这

些显微结构既表现出经典光学的新效应
,

又表现出量

子电动力学的新效应
 

又
 

兰多尔
《

数据是物理性的
》 Α 月号

在一台计算机中
,

不是每一步都要消耗能量
 

有关

的分析使人们对测量过程和通讯道有了一些了解
,

并

段促使人们 思考物理定律的特性间题
 

作者通过对可

逆计算
、

时间调制势
、

测量和通讯
、

量子模型
、

物理定律

的特性等间题的研究
,

认为在物理学和数据处理之间

确实存在着一种很强的双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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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尔
《

高温超导::; 月号
8 , ; < 手

,

人们首次发现 了氧化物的超导性
,

− . Β ;

平发现了 ? ≅ Χ 高温超导
, − . Β 0 年又发现了 0 0 Χ 高温超

/
 

巴特罗格
《

高温超导体的物理特性
》 ; 月号

高温超导体发现以来的四年中
,
全世界共发表了

− Β ≅ ≅ ≅ 篇论文
,

本文不能全面总结所有论文的结果
,

只

能从几个方面概述高温超导体的物理特性
,

即基本建

造模块
、

电子态和费米面
、

电荷动力学
—高于超导转

变佩度的传输
、

磁特性
、

超导态
、

超导能隙和超流体密

度
、

对机制等
 

作者认为
,

高临界温度不是铜酸盐超导

体的唯一有意义的特性
,

一系列符合实验的结果暗示
,

金属态在高于超导临界温度时具有反常的特性
 

只 安德森和 Δ
 

施里夫
《
关于高温超导理论拘对话

冲

; 月号

自从高温超导现象发现以来
,
人们就堤出各 ”理

论来解释材料的超导特性
,

但至今仍无定论
 

本义乍

者是两位研究凝聚态物质理论的杰出人物
,

分别供识

于普林西顿大学和加利福尼业大学
,

他们讨论了材料

的高温超导转变温度问题
,

构画了一种新理论的设想
 

Δ
 

西蒙
《

高温超导薄膜和电子器件巧 月号
− . Β 0 年初

,

人们发现了高于液氛温度的超 导性
,

项坂儿周之内
,

世界各地纷纷致力于高温超导 沛膜和

电子器件的研制
,

并且很快取得了重大进展
,

这主要得

益于喷镀技术
,

材料特性鉴定和装置设计方面的革新
 

实际的高温超 导电 子学的应用前景也堆动了高温超 子

薄膜技术的 飞速发展 目前
,

首批超导电子 器阵正 庄



尸
、

英天文学家发现第

一顺太阳系外行星

据英国
《

自然
》
杂志报

道
,

曼彻斯特大学的天文学

家在分析一颗中子星的恒星

人发观
,

一个具有强大无线

电信号的致密天体
,

即射电

源 ! Χ ∃ 8 ∃5 ( 一 ? − − 发出的 电

磁波
,

在到达地球时形成了

一个爱因 斯坦 环
 

他 们 认

所发出的射电波后
,

认为太阳系外存在行星
 

它围绕

所分析的恒星运行的周期为 ; 个月
 

由于它的作用
,

使得恒星能有拉
、

推地球的功能
,

造成非常精确的钟随

之快或慢百分之一秒
 

其质量为地球的 −≅ 至 −? 倍
,

直径约为地球的两
、

三倍
 

二
、

美制成世界第一块超导集成电路

据
《
纽约时报::Ε 良道

,

美国康杜克达斯公司采用高

温超导材料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
,

为超导材

料商业化应用迈出重要的一步
 

一种超敏感磁性探测

器
,

由磁心变压器与测量两部分组成
,

全部集中在一块

超导芯片上
 

这种器件可望在心脏病诊断
、

潜艇搜索

与地质勘探等方面获得应用
 

三
、

美天文学家发现射电脉冲星 ! ∃ Δ − Α 5< Φ −?

据英国
《

自然
》
杂志报道

,

美国 9 Γ & Η %Ι 。
天文台用

<5 ≅ ϑ Κ ‘5 ≅ , 二 射电望远镜
,

对银河纬度 Ι , 5 ≅ 。 进行了

测量
,

在 − ≅
 

− 小时偏心双星轨道
,

发现了 5 0
 

. Λ ,
射电

脉冲星 !∃ ΔΜ ” < Φ − ?
 

脉冲星和它的伴星的质量
,

分

别是 一 5 ? 士 ≅
 

( 5 ϑ。和 一 5 ; 士 (
 

( 5 ϑ 。
+ϑ。

是太阳的

质量 ,
 

具有高的偏心度+
。 Ν (

·

? 0 < ,和小的轨道直径

+Ν ?Δ 砂
,

表明这个伴星或许是个中子星
 

四
、

日本学者利 用反中微子探索地球奥秘

据
《

中国科学报
》

报道
, 日本名古屋大学两名学者

提出利用弱核作用力与一些特定元素发生反应
,

间接

探测来自地核的反中微子踪迹
,

以探索地球深部奥秘
 

他们认为
,

地球内部某些元素进行自然衰变所产生的

反中微子
,

以 Β .≅ 万个 4秒
 

平方厘米的速度通过地表

而消失
 

这些反中微子的大多数是放射性钾
一

<≅
、

社
Ο

? 5 ?
,

铀
一 ? 5Β 的衰变产物

 

据计算
,

一个装有 ? 0 吨氦
一5

的探测器每天能探测一个来自地球深部的反中微子
 

五
、

澳学者发现第三个爱因斯坦环

据新华社讯
,

澳大利亚天文学家戴维
·

琼斯 等 5Α

为
,

在该射电源到地球之间应存在一个大规模天体
,

很

可能是一个星系
 

六
、

美
“

麦哲伦”号探测器传回金星新照片

据
《

光明 日报
》

报道
,

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于

− . Β . 年 Α 月 < 日发射的
“
麦哲伦

”
号探测器

,

在绕金星

? 5 Α− 圈
、

行程 0 Α≅ 万英里后传回新照片表明 > 金星上

存在着长 Α≅ ≅ 英里的凝固熔岩流和直径 5≅ ≅ 英里的冠

状突起地貌
 

前者位于金星南半球的拉维尼娅平原
,

呈南北向
,

宽约 ? <≅ 英里
,

是一座高 ? 5 ≅ ≅ 英尺的火山

喷出熔岩流凝固而成
 

后者位于拉达
、

特拉高原
,

是熔

岩从金星内部喷出而形成
 

七
、

美学者提出下一代对撞机新设想

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 � ϑ
·

! ∗ “Ε ( Γ ∃

(Π
一

致

授认为传统的环型对撞机的粒子同步辐射的能量损失

与其能量的四次方成正比
,

加速器的造价大致与能峨

的平方成正比
 

而下一代直线型对撞机的造价与能 址

成线性关系
 

随着束流能量的提高
,

线型对撞机则显

示其优点
 

高能物理实验正向质心系 ∋ ( 3 的能区进

军
,

下一代线型对撞机将是 +≅
 

Α一 − , Θ Ρ ∋ &3 亮度为

−。
‘’

一 − ≅
’

<Η Λ
一 ,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目前世界上已有

四
、

五台这样的对撞机在设计
、

研制中
 

八
、

Η Σ Δ Τ 学者认为束流不稳定性影响加速器性

能

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Η Σ Δ Τ ,的 9
 

Κ ( Υ Λ ∗ Π Π

教

授认为在环型加速器特别是储存环中
,

束流在注入
、

加

速和工作时通常要沿其 闭合轨道运动数十圈到数 百亿

圈
 

在相对论性情况下
,

束流中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可以忽略不计
,

而带电粒子与环境+真空盒结构
、

高须

腔等 ,的相互作用
,

则会引起束流的不稳定
 

这种不稳

定性将影响加速器的性能
,

成为加速器设计建造和运

行中广泛注意的研究课题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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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莱斯蒂
《

高温超导体的临界电流和磁铁应用 ::;

月号
− . Β 0 年初发现了一种 .? Χ 高温超导体

,

世界报刊

杂志纷纷预侧起超导的实际应用前景
 

有些人甚至预

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

即在石器时代
、

青铜器

时代
、

铁器时代
、

钢铁时代和半导体时代之后
,

将出现

超导时代
 

超导的实际应用几乎均依赖产生大体积的

强磁场
,

而超导态中电阻的突然消失是这些应用所依

赖的关键特性
 

过去五年的研究表明
,

要使复杂的高

温超
一

导化合物的临界电流升高
、

并实际应用于滋淡中
,

确实并非易事
 

但目前看来
,

前景是相当光明的

/
 

利瓦伊
《
光在强散射物质中的传输要慢得多

》; 月号

我们认为光通过一种介质的速度等于光在真空中

的传播速度除以该物质的平均拆射率
 

但是最近在荷

兰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
,

光在某些强 散射物质中运行

的速度要比简单的相速度公式计算值慢 Α一 −≅ 倍
 

看

来
,

光在这些介质中运行时与构成介质的介电微球发

生了片刻的谐振
,

因而使光的通过花费了 更 长 的 时

间
 

这个实验结果对那些根据光散射实验的数据分析

结果作出的假设提出了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