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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评论快报》发表铁基超导体研究最新进展 

物理研究所      

    最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室闻海虎研究组在

铁基超导体超导电性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工作已发表在(C. Ren et al., 

Physical Review Letter. 101, 257006 (2008))。 

    该组任聪副研究员自主开发出了一套基于半导体二维电子器Hall效应的磁

测量系统，该系统可以研究微米尺寸材料的低温磁性。利用这一套系统，任

聪、单磊和闻海虎等研究人员研究了最佳掺杂Ba0.6K0.4Fe2As2单晶(Tc=36K)

的下临界场Hc1的性质，从而获得其超流密度的信息。他们发现Hc1的温度依赖

关系具有明显的两能带特征，可以用两个各向同性的s波能隙函数拟合。拟合结

果表明，具有较大能隙 (2&61508;b/kBTc = 6.0) 的能带对超流密度的贡献

小，而较小能隙(2&61508;a/kBTc=1.3) 的能带在超流中占据较大的权重。这

一结果和第一性原理能带计算的费米面附近的能态密度权重是一致的。他们还

指出，比较电子型FeAs-1111体系，BaKFe2As2 零温极限下的超流密度比较

大，与Tc的关系明显不满足于已知的Uemura标度关系。该标度关系在欠掺杂氧

化物超导体中是满足的。此结果说明铁基超导体和氧化物超导体在机理上可能

有明显区别。 

    高温超导电性一直是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热点研究课题之一。作为强关联

电子体系的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其丰富的物理性质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凝聚态

物质的理解，但是相关的机理却是凝聚态物理领域的难题之一。最近发现的新

型铁基超导体，其层状结构与铜氧化物相似，而超导转变温度可以高于50 K。

对铁基超导体的研究可以为高温超导另辟蹊径， 有助于揭示高温超导的机理。 

    超导能隙分布及能隙函数的配对对称性是超导电性的一个关键问题。通过

探测铁基超导体超流密度可以获得其超导电子配对信息，对铁基超导机理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而这项研究在高质量单晶样品上尤为重要。闻海虎研究组在

铁基超导体单晶样品生长中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他们用NaCl助熔剂方法生长

出尺寸在亚毫米的电子型FeAs-1111单晶并成功测量了单晶的输运性质，同时他

们还用FeAs做助熔剂生长出了厘米量级空穴型FeAs-122系列掺杂单晶，通过单

晶的性能表征说明它们具有很高的质量。 

    该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相关项目的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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