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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高温超导专家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

忠贤先生
,

应邀作了专题报告
《
高温超导研究现状

》
该

报告包括三个方面 &

一
、

材料
、

结构
、

化学特征化及均匀性研究进展
&

� 材料 � 按结构分类有二十几种超导材料
 

其中最常

用的铜基氧化物超导材料的转化温度已从当初 的 !∀ #

提高到 ∃%& # ,

其结构共性为两配位
,

四配位
,

五配位
,

六

配位的铜氧团以不同的组合形式生成 ∋ 一层铜氧面与

两层铜氧面的 ( 。

比近于 %) ! ∗ +, 系例外−. ∋ 最佳组合

似为四配位与五配位 ∋ 以 ( ∃% + / � 0 1 2 3 / ! 4 ,

的 ( ‘

俏 最

大 ∋ 5 ( 。

) 5 6 是 ( 。

的函数 ∗对于 ∃%& # 的 ( 7 � + / 2 3 1 ,

0 / ! 4 ,

的 5 ( ‘

) 5 6 8 4 − . ∋而非 3 1
氧化物

,

除 + 6 + , + # +

等外
,

未能得到确定结果如 (, , 9 , 34 , :, 等
 

; 均匀

性问题 �(
。

与载流子浓度有关
,

而载流子浓度来源于氧

缺位如 < + 3 = ∋ 化学的偏析也影响结构
、

载流子浓度及

超 导性
,

如 +,
� >? , 3 � 0 1 % ∀ 。

中的 丁
‘∋均匀单相的样品∗大

块
,

单晶
,

膜.是研究结构
、

化学
、

物理特征化的关键
 

≅

新材料探索 � 要按 ( 。、

∗ 尸
·

叮 .的经验规律去找
 

二
、

物理特征化及机理 � 超导态的 基本 特性与

+ 3> 理论相同
,

如零电阻
, Α Β ,> > Χ Β ?

效应
,

磁通量子

化
, Δ 4 > 6 Ε > 4 Χ

效应等 �存在问题是 � � : Α Φ , �
∗ ( . 关

系 ∋ ; 电子比热与温度关系 ∋ ≅ > 一Γ / , Β
还是 5 一Γ / 9 “ ∋

单电子隧道实验不能完全说明问题 ∗自旋轨道散射.
 

+ 0> 理论遇到的困难是费米面上的态密度太低
,

其他

以此为框架改变媒介都遇到了困难 ∗声子 ,

双极化子
,

激子
,

声频等离子体振荡 . ,

缺少实验支持
 

从正常态

性质看
,
必须用全新的物理观念去解决

 

故 Η 。
从 ,ΙΙ 。 �

最近评论� 没有成功的微观理论和模型
 

三
、

应用 � 目前超导的应用范围是 � > ϑ Κ7 Λ ∋ ≅

微波 ∋ ≅ ‘一 Α ∀ & 等半导体集成电路联线 ∋ Μ计算机器

件 ∋ Ν强 电应用大电流应用存在的问题是� 弱联结 ∗晶

介 . ∋ ; 钉扎等等
 

∗五 .
大型通用磁探测器北京谱仪 ∗ + Ο> . 工作在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机 ∗ + Ο Π 3 .上
, 已运行一年多了

 

其工作状

况如何呢 − 为此我们特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郑

志鹏先生在理论物理专题讲座上作了题为
《
案 ∗ 。Ε/ ? Θ .

物理与 北京谱仪
》
的报告

 

内容简介如下 �

一
、 Β ΡΒ 一

对撞机方案的选择 �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

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
,

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建造质心能量为 ,

 

Σ Τ 4 9 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这个能

量似乎是我国
一

可以选择能量的极限了
,

因为要受到耗

资多少的限制
 

尽管达是高能物理中的洲氏能区” ,

但

也有亮度高的优势
,

在国际高能物理中占有一席之地
‘

+ Ο Π 3 在此基础上选择了一个
“

富矿区”

—案子素 ∗ Δ)

价及其家族 .
、

案介子 ∗ Λ 、 Λ ,

.
、

案重子和
�
等

 

二
、

桑物理现状 � 自 ∃ Υ ς Ω 年发现 Δ )必
、 ∃Υ ς & 年

发现
�
以来

,

在 Δ )必 家族 , Λ , Λ , ,

粟重子
, 二
的研究

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

但同时也遗留了许多待澄清的

问题
 

如 �

Δ )必� � %) ! 的强衰变道
, ∃) % 的辐射衰变道没

有测量到 ∋ ; 胶球的存在与否仍然需要进一步实验

证据 ∋ ≅ 尚无重子偶素的确切事例 ∋ Μ 言∗ % %!∀. 是

否存在 − 如存在是什么粒子 −

少 ∗ !Σ Ξ Σ . � Δ )必 家族中的成员 ∃ ’6  

态至今尚未发

现
,

有可能在 岁 衰变中寻找 ∋ 少 衰变到 6 二 压抑之

谜
 

Λ ∗必
’ ‘

〔! ς ς ∀ .
 

叶 Λ Λ . � 半轻子衰变和 3 / Ψ , Ψ Ψ 4
压

低过程实验数据甚少 ∋ Λ∀ 和 乃
 

是否存在混合−

Λ , � 研究处于初始阶段
,

强衰变数据有一些
,

半

轻子衰变和 3 / Ψ , Ψ Ψ 。
压低道尚无数据

 

介 �
的一叉遍举分枝比单举的和还少 & Ζ 左

右
, �
和

,

中微子质量的精确测量等
 

总之
,

桑物理能区还有许多问题
,

还需数量更多
,

质量更好的数据以及好的物理思想和 可靠 的分析方

法
 

三
、 +Ο > 的进展 � ∃Υ & Υ 年 , 月移入对撞点 ∋ 一Υ Ξ Υ

年 Σ 月观察到 Δ )必共振峰 ∋ ∃Υ Υ 。年 Ξ 月积累了 !∀ ∀ 万

Δ2必 事例
,

分析到许多共振信号 ∋到 ∃ , Υ ∃ 年 Σ 月为止
,

已积累到 Υ∀ ∀ 万 Δ )价 事例
,

并得到一些有意义的物理

结果
 

∃ Υ Υ∃ 年初
,

美国 > [ ∴ 3 等六个单位物理学 家

%∀ 人参加了 + Ο Η 的工作
 

初步结果 � � 观察到胶球的候选者
‘)呵 ∃Ω !。. ,

即Ι,

∗ ]夕% ∀ . 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信号 ∋ ; 精确测定了
Δ )必 的宽度 ∋ ≅ 测量了一些衰变道如 Δ川叶

6 。、 。 , 二

等的分枝比 ∋ Μ对 Δ )必叶了Ι�

∗ ∃% ς ∀ .及 Δ娜衬。Ι
,

〔∃% ς。.
叶叮十汀 一  8 争汀Ρ 对 8

的 Ι
,

∗ ∃ %ς ∀ .进行了 自旋分析并测量螺旋性振幅比值
,

实验结果支持 Ι2

∗ ∃%夕∀. 不是一个纯的 妇 介子
、

可能

含有胶子成份 ∋ ⊥ 对有争议的 省∗ %
 

%. 的存在进行研

究
,
在 Δ 2功“

丫 #十 # 一

衰变道研究中
,

在质量 %
 

� Τ Β _

附近找到了一共振峰
,

支持 ⎯ ∗ %
 

% .的存在
 

四
、 +Ο Η 的计算 � � + Ο Η 、 + Ο Π 3 的长期稳定运

行是至关重要的 ∋ ; + Ο > 在运行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

提

高探测器的分辨率
,

保证数据质量 ∋ ≅今年 Υ 月将提高

运行能量
,

工作在 Λ ,

或 沪
’ ‘

能区 ∋ Μ尽快出物理结果
,

出好的物理结果 ∋ α 加强实验与理论的结合 ∋加强国 内

合作 ∋ Μ利用中美合作的有利条件
,
学习先进经验

,

跻

身国际行列 ∋ β 国外计划的
“

卜案工厂”是对我们的挑

战
,

我们要争取在 , 一 ς 年的时间内抢出几项国际第一

流的物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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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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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5 6 ∃7 等《对千涉重力

波探测器的双重再循环实验

演示
》

!! 期

一个光学系统对激光干涉重

力波探测器的信噪比改善 8 倍
+

9
·

3
+

:
·

; ∃< =− 5

等《转动磁场在

液晶中形成的 孤立 子 及造

型
》

> 期

发现连续转动的磁场
,

可在

向列型液晶中形成非线性消散动

力学造型
+

孤立子结构 是磁场及

转率的函数
+

讨论了生成
、

传播

和转变
+

?
·

,
·

∗ ∀ 7 ∀ 0 ‘< 等
《

级序列对 ≅ : Α ∀ 结构影响的 首

次中子衍射观测
》

!! 期

在 9丫96 、 9丫Β6 Χ ‘
的氧序列模型中

, ’‘

半填

充
”� Δ ∀ 链与

“
四分之一填充

”
链交错排列

,

只有 !Ε Φ

的基面氧原子
,

对超结构有贡献
+

‘ Γ+ : ∀ < < + 吕

比 等
《
用 Η 向 压缩等离子体透镜聚焦重

离子束
》

!? 期

用 Η 向压缩等离子体透镜
,

第一次 使 直 径 ∗ Ι Ι

呼2 ϑ ;“. 的氢离子束
,

聚 焦到 ΒΙ Ι 的直径
+

乐 Κ
·

Λ∃ 6 ∀ < 等
《
在高 Μ ‘

超导桥中观测到超高临界

电流密度
》

!? 期

用离子束与脉冲激光刻蚀技术
,

在 丫: � ϑ 膜上造

出窄微桥
,

桥宽 ”。盖
,

临界电流密度达 !
+

? Χ = ∀ ’4 Ν

Α Ι
沼。

2+ Κ
+

Ο 6Π 6 ‘∗Θ ∃ 等
《

等离子体透镜效应的宜接现测
沈

! Ρ 期

实验研究了等离子体透镜对 !Σ ; − . 圆形 电 子 束

的作用
+

透镜是靠静等离子体对粒子束空间电荷的屏

蔽效应而自行聚焦的
+

等离子体还减小了电子束的梢

向发射度
+

8+ 丫
+

Τ
+

≅。 等 《 ∋
。,

共振能区 ‘ 与极化
’

℃核弹性

散射的解析能力测童
》

巧 期

在 ∋
, 、

共振能附近
, , 十与 、一的解析能力与零一致

+

但当 二一的能量为 ! ?9 ; “. 时
,

解析能力明显 与零偏

离
+

这与现在的 二一核反应理论不符
+

Σ+ ,+ Κ∃ Υ Υ =− 5 《
自由原子的两光子鞠致辐射

》
!8 期

8一 = , Π − . 电子与三个自由气态 原子 �4 5 ,

35
,

ς− %相碰时
,

观测到两光子权致发射
,

这与现有理论不

符
。

9
+

∋( )∗
+

�Ω 物理杂志》!1 1 ! 年 � Ε Ξ 卷 ! 期
4

+

人∗0 。 。−
等

《

动力里力对低温宜力波天线作用的估

计和初步测0
》

分析了转动四元组产生的重力场对重力波天线的

效应
+

井初步测 量了对 9 9 8 Ξ 公斤低温重力波夭线的

作用
+

信噪比达 9Ξ & !
+

认为此法可对重力波天线进

行绝对刻度
+

Γ Δ 5 ∀ Υ Θ) ∗
+

/ − 0 0
+

�Ω 欧洲物理通讯》 !1 1 !

年 ! Ε 卷 ! 期

4
+

: 60 ΘΔ 等
《

金属物质中确实存在潜径迹
》

以前从未测到在金属晶体中形成的潜径迹
+

当用

Ψ − . 重离子辐照 Ο ∃Η
5
晶体时

,

第一次观测到了不连

续的径迹
+

ΛΓ Μ ∋ / −0 0
+

《实验与理论物理 杂 志 通

最后郑先生总结到 & 机遇和挑战同在
,

希望和困

难并存
+

�六 %

六月十 四日
,

本听杜孟利博士作了第九次专题报

告
,

题为
《
信息压缩

、

分形和迭代函数系统
》

+

要点如

下 &

传统的方法要表示图象
,

总是把整个图象分解成

用很多横竖线构成的很多小格子
,

每个小格子取一定

的值
+

某个小格子取某一值可认为就是基本 信 息单

元
+

对这些基本信息可以进行传递或存储
+

这种表示

方法的特点是各小格子取值互不相关
,

图象表示的分

辨度就是格子的大小
,
比格子小的结构不再区分

+

为

了更清晰地表示一幅图象
,

就要减小格子的尺度
,

也就

是增加格 子的数量
,

而这就使得信息量大大增加
+

这

种传统的格子表示法对于表示具有分形结沟即象海绵

伏的虚实相间
,

边界不规则的物体如鲜花
、

高山
、

景色
,

人像等很不经济
+

新的表示方法利用分形所具有的目相似特点
,

认

为整体图象是由数个完全自相似的 子图象的集合组成

的
+

而每个 子图形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即它是由数个自

己的像组成的
+

这样每个子图形都可以和图形空间的

一个收缩映象的不动点对应起 来
+

这些图形空间的收

缩映象是由普通的线性空间里的线咤映射以某种规则

合成的
+

现在就认为这些线性映射泊参数为新表示方

法的信息元
+

新表示方法是一种 整体性描述
,

它利用

了图象的部分与整体的相关性
+

可以说这是把我们热

知的用 圆心和圆半径表录圆
、

用顶点位置
,

夹角
,

边长

表示三 角形这些对于简单图形的整体化描述推广到了

对于一般复杂图形的整体性描述
+

新方法的好 处 在

于它表示的图形很 自然
,

没有传统格子表示所设定的

人为的切断尺度
+

新方法的另一好处在于它能大量压

缩信息
、 +

表示同一幅彩色照片
,

新方法比格子方法所

需的信息量少 ! ΞΞ 倍左右
+

可以预言这种新方法对于与信息有关的学科将产

生重要影响
+

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