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谈论室温超导之前，我们首
先需要知道什么是超导现象。一百
多年以前，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
昂尼斯（Kamerlingh Onnes）在研究
如何产生更低的温度时，意外发现
了汞（俗称水银），它在4.2K的低温
下，电阻突然降为了零，经过再三
确认，这不是实验上的误差，而是
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

随后，他又发现了铅（Pb）和锡
（Sn）分别在温度为6K和 3.8K时，
也出现了电阻降为零的现象。卡末
林认为，这些材料在低温下进入了
一种新的具有特殊性质的电学状
态（电阻均为零），因此他将这种现
象命名为“超导”，即超级导电。

在1933年，荷兰物理学家迈斯
纳和奥森菲尔德共同发现了超导
体另一个独特且重要的性质。他们
发现，当物质由原来的状态转变为
超导态时，周围的磁场突然发生变
化，磁力线似乎都在绕着物质表面
走，无法进入物质内部，这种现象
被称为完全抗磁性或者“迈斯纳效
应”。迈斯纳效应和零电阻现象成
为超导体的两个基本特征。

既然有了所谓的超导材料，为
什么实际生活中很少听到这种材
料的应用呢？

了解温标的人可能会发现一
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几个开尔文的
温度才能超导？这可是零下260左
右摄氏度啊！材料根本无法实际应
用。

即使是研究中常用的液氮，也
只能达到77K左右，无法达到超导
所需的极低温。即使液氮能达到一
部分超导材料的温度需求，但是它
极高的造价和耗费的资源，让我们
不如不去使用超导体，而是继续用
常规材料。

因此，提高超导转变温度成为
了人们迫切的希望，然而，目前已
知的超导体都需要在极低的温度
或极高的压力下才能工作，这大大
限制了它们在实际中的使用。因
此，实现室温超导成为科学界一直
追逐的百年梦想。

“百年梦想室温超

导实现了？”

“如果是真的，今

年诺贝尔奖预定了，妥

妥的。”

“这是人类文明的

一大跨越呀！”

……

3 月 8 日，物理学

界的一则消息“轰炸”

了整个学术圈，来自美

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科

学 家 兰 加·迪 亚 斯

（Ranga Dias）宣称在近

环境压强下实现了室

温超导，他的团队研发

的由氢、氮、镥三种元

素组成的三元超导材

料，在大约 1 万个大气

压 下 可 以 实 现 约 294

K (约 21℃)的室温超

导电性。目前来说，这

个事情真假难辨，还在

验证阶段，如果一旦证

实，这将给我们生活的

各方面带来颠覆性的

改变。

为什么室温超导

让物理学家们如此狂

热，这个物理现象又有

什 么 重 要 的 意 义 ？今

天，我们邀请了吉林大

学物理学院凝聚态物

理专业的黄晓丽教授，

来讲讲什么是室温超

导，如果室温超导真的

可以实现，又意味着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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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长期坚持高温超
导体的研究，在铜基、铁基超导体
及富氢化合物的研究方面持续获
得原创性成果。高压强（高压）可以
有效调控凝聚态物质的晶体结构
和电子结构，成为提升超导体的超
导温度和制备新型超导体的重要
手段。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在富氢
化合物体系中陆续发现新型高温
超导体，其中硫氢化物和镧氢化物
在150万大气压下均具有200K的
超导转变温度。

前期工作中，实验工作者已经
在尝试保留高超导温度的前提下
降低压力，例如在二元铈氢体系中
发现了115K的超导温度，压力能
降低至100万大气压。但是如此高
的压力极大地限制了未来的应用，
降低压力和提高超导温度都是重
要的研究目标。

这次美国科学家兰加·迪亚斯
声称自己发现了 1 万大气压下
294K的室温超导体，几乎可以说是
同时实现了物理学家降压升温的终
极理想，所以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

那么，室温超导如果能实现，
究竟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生活上的
变化呢？

如果能够实现室温超导，超导
体材料的零电阻现象将具有广泛
的用途。举个例子，零电阻的电路
几乎没有热损耗，使用超导体材料
进行长距离大容量输电，能极大地
减少能量浪费。据估计，每年我国
电输运的过程中，产生的损耗大概
是2000亿度电，使用超导体可以
省下非常巨大的能量。

超导线可以运用于发电机、电
动机，大幅提高电流强度和输出功
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其元件间
的互连线用接近零电阻的超导线
来制作，能解决散热问题，并提高
运算速度。如果我们所有的导线都
采用超导体，那就不会存在能量衰
减。

除此之外，我们现阶段使用的
特高压输电技术，主要是通过提高
输电线的电压，来尽可能降低能量
损耗，但是如果换成超导材料，就
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直
接以市电电压传输电力，完全不需
要变电站，或许可以直接使用直流
电。

目前由于无法克服室温超导
所需要的高压条件，超导体的实际
应用还主要集中在粒子加速器、磁
悬浮、超导量子干涉仪等科研任务

需要上。但实际上，超导体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已经有了部分的应用，
医院的核磁共振便采用了超导体。
通电螺线管会产生磁场，电流越
大，这个磁场便会越强，但是大电
流也会产生大热量，尤其在螺线管
这种密集的结构，热量堆积更为迅
速。

如果想要实现强磁场，必然要
花费更大的代价用于散热上，这显
然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如果这个
螺线管是由超导材料制成的（这里
我们先不考虑临界电流和临界磁
场的问题），一根没有电阻的通电
螺线管是不会产生焦耳热的，如果
成功发现了室温超导材料，我们就
可以更加普遍地利用磁场，而不仅
仅是用在昂贵的医用仪器上。

计算机散热一直是非常困扰
人们的问题，CPU和GPU随着性
能的提高，消耗的功率以及产热也
水涨船高，但是如果使用超导材
料，由于散热压力导致的一系列问
题都得到解决，由超导材料带来的
技术革新势必导致计算机的性能
有质的飞跃，使得各行各业的生产
力得到空前的提高。

未来的几个月，全世界的研究
小组将陆续得出实验结果，如果经
过多次重复之后，确定该结果的正
确性，那将是划时代的成果，我们
一起拭目以待吧！

21℃的室温超导真要来了？
这项发布为何轰动物理学界？
室温超导对你我生活有什么影响？

听专家解开这些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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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体降压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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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超导若实现
将带来哪些生活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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