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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下，一种晶体的导电性能与其导热性能是密切“同步”的，即两种特性要么都好要么都差，但比利时

科学家研制出的新晶体却能做到导电性能良好，导热性能较差。德国《科学画报》杂志网络版８日报道说，比利时

列日大学的拉斐尔·赫尔曼等研制出的晶体，是由钴、锑两种金属构成的极其微小的“笼子”结构搭建成框架，每

个小“笼子”中间由单个铊原子填充，微小的“笼子”之间联结非常松散。  

  

   一种晶体材料的导热性，来自于原子整齐划一的振动。而新型晶体的微小“笼子”结构，使得整个材料在受热

时，铊原子只能各自在可能的方向随机来回振动，而不能形成整齐划一的阵式振荡，这样就阻止了热量的传递。但

电流的传导过程主要依靠金属电子的流动，因而不受影响。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电流传导产生的热效应，新材料也会发出一定热量，因此晶体还具有一定的导热性。但与

传统材料相比，其导电性强、导热性差的特性十分明显。他们指出，这种新型材料可用做微芯片表面的冷却层，它

能把芯片线路上产热的电流传导走，自身却只发出很少的热量，这将有助于解决现有电子器件发热造成的问题，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新华社记者 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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