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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荷兰科学家 Heike Kamerlingh Onnes首次在金属汞中发现超导现象以来, 超导作为人

类发现的第一个宏观量子现象已经有百余年的研究历史. 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 人们对传统的低温

超导材料的认识及应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关于其超导机理的 BCS理论的建立极大地

推动了凝聚态物理的发展. 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发现后的近三十余年里, 源于对其机理的研究开

辟了基础物理新的领域, 也为超导体的应用带来了新的技术. 然而, 非常规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和

高临界参数的新超导体的探索仍面临许多挑战.

20世纪 80年代, 铜氧化合物高温超导体的发现为超导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全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以赵忠贤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铜氧化物高温超

导体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我国在国际超导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因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的

发现, 1987年“三月会议”(March Meeting)盛况空前, 堪比于音乐界的“摇滚乐狂欢节” (“Woods-

tock Festival”). 在这次会议上, 赵忠贤先生作为会议特邀的五个科学家之一代表我国介绍了工作,

确立了我国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国际地位. 当时, 以赵忠贤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在

高温超导研究中取得的成绩激励了国内一大批年轻人 (也包括笔者和本专题中许多文章的撰写

人)从事超导相关的研究, 这批“年轻人”现在也大多成为了我国在超导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多年

来, 国家对基础研究持续投入, 超导研究的基础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 同时, 培养了一批在超导研究

领域中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 , 我国的超导研究也逐渐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  2008年 , 赵忠贤

先生和经历铜氧化物高温超导研究培养出来的中坚力量齐心协力, 在铁基高温超导体的研究中

再次取得重大突破, 引领了高温超导研究的第二次“热潮”, 实现了我国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的全面

赶超.

在经历了两次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之后, 超导研究领域又面临着新的思考, 未来超导研究将

如何发展, 这是摆在超导研究人员面前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早在 1986年铜氧化物

高温超导体发现之前, 《物理》杂志 1977年刊登了赵忠贤先生题为“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的文

章 (见: 赵忠贤 1977 《物理》6(4): 211—215). 也许正是这种前瞻性的思考和积累, 才有我国在

1986年和 2008年两次非常规高温超导体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和地位. 我们应该有前瞻性的思维和布

局, 超导作为一种宏观量子现象, 非常规高温超导的物理机理还没有完全解决, 这不但需要理论物

理学家的努力, 也需要实验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的齐心协力. 在未来的若干年里, 这一领域仍然

是超导研究的重心之一, 高温超导体新材料的发现是极可能实现重大突破的方向. 在应用方面, 超

导材料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生活、科研和生产等许多方面 (如: 医院核磁共振成像、大科学装

置和实验室的各种超导磁体等), 尤其是高温超导体已开始得到应用, 如超导电磁感应加热应用于铝

锭的加工和电网限流器等. 超导材料的广泛应用将会极大改善我们人类的生活品质, 大力开展超导

应用领域的研究将是未来超导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向. 此外, 超导体还具备许多特殊的“新性质”,

例如拓扑超导被视为实现未来量子计算的重要方案之一. 超导体的这些“新性质”也将在未来有重要

的发展, 这些“新性质”的潜在应用可提供相关的超导解决方案, 从而实现一些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

对其开展研究是未来超导研究的又一重要方向.

物 理 学 报   Acta  Phys.  Sin.   Vol. 70, No. 1 (2021)    010101

010101-1

http://doi.org/10.7498/aps.70.01010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http://wulixb.iphy.ac.cn/CN/volumn/home.shtml#1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在超导研究领域的发展, 作为我国中文物理类学术期刊中影响面最广、影响

力最大的刊物, 《物理学报》组织出版了“超导及其应用”专题. 本专题针对上述超导研究方向, 邀

请了相关领域国内有代表性的学者进行专题评论, 很好地梳理了相关方向的近期进展, 内容紧贴当

前的研究前沿, 为我国超导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参考资料, 非常及时和必要. 最后, 希

望以此专题为契机, 激发国内超导领域的同行对超导未来的发展开展广泛的讨论和思考, 促进我国

超导研究事业全面发展.

(客座编辑: 陈仙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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