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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硫化碳成功转变为超导体

为赋予非传统材料超导性提供了新思路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陈丹 发布时间：2013-07-03 【字号： 小  中  大 】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7月2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卡内基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新研

究，成功将一种常用的非金属溶剂——二硫化碳转变为超导体，该成果为如何赋予非传统材料超导性提供了新思

路。相关论文已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 

“这项重大发现将会引起物理学界、化学界和材料科学界等诸多科研团体的大量关注。”华盛顿州立大学化学

系教授柳忠植（音译）说。超导领域的进展具有各种各样潜在的革新性应用，包括强力电磁铁、车辆推进系统、能

量储存以及更高效的电力传输等。 

柳忠植带领的研究小组将二硫化碳置于高压和低温条件下，观察其如何开始表现得像金属一样呈现出磁性、高

能量密度等属性，以及因分子重组成类似于钻石中三维结构而获得的超硬度。 

通常情况下，非金属分子彼此相距太远（是金属分子间距的3倍），电能无法在它们之间跨越。但研究人员将二

硫化碳放入体积小、空间紧凑的金刚石压腔中压缩到5万个大气压，这一压力与地球内部600英里（约965.6公里）深

处的压力相当。同时，他们还将二硫化碳冷却至6.5开尔文（零下266.65摄氏度）。 

这种压力和温度条件不仅让二硫化碳分子结合在一起，还将它们重组为晶格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分子的自

然振动可以帮助电子顺畅地移动，如此一来，二硫化碳就变成了无阻力的超导体。 

柳忠植说，他们的研究为了解非传统材料如何获得超导性提供了新的见解。这些非传统材料一般由原子量较低

的原子构成，施以更高频率可让原子振动，从而使材料在较高温度下转变为超导体的可能性大增。 

柳忠植承认，电子材料无法被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或承受极大的压力，但他认为，这项工作可能为在更普通条

件下创建类似的材料属性指明方向，就如同科学家为在较低温度和压力下合成钻石铺平了道路一样。“通过了解其

中的基本原理，这项研究将为人们更聪明地开发超导体提供工具。”柳忠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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