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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讲座教授陈晓嘉的研究成果在《Nature》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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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8月19日出版的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ature》上，华南理工大学“百人计划”讲座

教授陈晓嘉作为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了研究论文 “由压力驱动的电子态竞争所导致的超

导电性增强” （Xiao-Jia Chen等，‘Enhancement of superconductivity by pressure-

driven competition in electronic order’，Nature (London) 第466卷，950-953页，

2010年8月19日出版）。该研究成果报道了实现超导电性在高压下进一步提高的一个新途径。

华南理工大学物理系是该论文的第二作者单位。 

    超导体在电力输送、交通运输、信息传递和处理等诸多能源方面的应用上具有卓越的特

性，远比正常金属高效，而保持其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低温环境成了能源应用的制约瓶颈。因

此，自超导电性发现至今，寻找更高超导转变温度的材料一直是科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关

于超导电性的研究是当前物质科学研究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铜氧化物材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超导电性出现在液氮温区之上的唯一材料。铜氧平面

的出现是这类体系的共同结构特征。而且，当单胞中铜氧面的层数达到和超过三层时，就会

存在铜与氧原子四配位的内层和五配位的外层两类平面。研究发现，内层的空穴浓度比外层

的要少，而且通常要么处在超导态与有竞争的序，要么仅存在有竞争的序。是否可通过修正

电荷在两类不同铜氧面的非均匀分布来调节超导转变温度，使其远远超过其常压下或高压下

现有的值，这种想法在多层铜氧化物体系中一直没能实现。 

    陈晓嘉教授等研究人员利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态研究所所生长的高质量三层铋钡钙铜

氧单晶样品，在静态压力环境下通过高精密的磁测量技术探测超导转变，研究发现尽管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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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下，该超导体的超导转变温度随压力出现通常在其它类似体系中所观察到的抛物线形的曲

线变化，但当压力达到一临界值后，转变温度不再随压力而降低，而是令人惊奇地显著升

高，并且远高于其在前一段压力区域中的最高值。这一临界压力对应于内层铜氧面有竞争的

序的抑制而诱发的超导电性。他们将后一段的超导电性增强归因于压力驱使的内层高的配对

标度和外层大的相有序标度的有效叠加。这个新发现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使多层铜酸盐超导体

临界温度变得更高的新思路，研究人员也可能据此设计和制造出临界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陈晓嘉教授是华工“百人计划”引进的讲座教授，三年讲座教授任期内在华工理学院物

理系基本建成了高压科学实验室，并在包括《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

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论文。目前高压科学实验室有两名教授、一名副教授和

一名讲师，并招收了两名博士后、六名博士生及九名硕士生从事高压材料物性的研究工作，

承担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重大培育项目和一项教育部重点项目，项目

总额超过100万元。实验室两年来已在国际重要的物理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另有

许多数据结果正在整理发表中。（图文/通讯员 陈熹 李志巧 理学院 编辑/祝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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