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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199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高T氧化物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一书的基础上，根据
近10余年来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进展重新撰写而成。
近10余年来，人们继续在新型超导体领域取得许多新的研究进展，即除了发现许多含Cu的类钙钛矿型
结构超导体外，还相继发现了许多非Cu成分、非类钙钛矿型结构，以及与磁性共存的超导体。
目前有关文献资料很多，本书将零散资料加工以去粗取精，并结合著者近年来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和
分析，力图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除传统金属体系超导体外的新型无机超导体的合成、相关系、晶体
结构和单晶体生长，以期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或理论研究意义的超导体的组分和合成工艺、单晶体生
长条件的选择、改善性能的热处理工艺条件，以及探索新型超导体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共四章，撰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由梁敬魁、车广灿撰写；第二章由陈小龙撰写；第三章和第四章
由梁敬魁、车广灿撰写；附录由陈小龙、车广灿撰写。
全书由梁敬魁整理、汇编、定稿。
承蒙杨国桢院士为本书撰写序言。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科学院物质科学基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北京凝聚态物理国家实验
室，以及李荫远、赵忠贤、杨国桢、解思深等院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黄懋容、骆军、孙宝娟、
张毅、刘泉林、李静波、刘福生、董爱锋、耿红霞、简基康、武莉、孙玉萍、何明、赵梅等协助校对
全稿、计算机输入等工作；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物质科学基地为本书的出版
提供了资助，借此机会对他们的大力支持和辛苦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著者学术水平所限，且参考资料很多，难以全面概括，本书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型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

内容概要

　　《新型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是在1994年出版的《高Tc氧化物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
》一书的基础上，根据近10余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最新研究进展重新撰写而成。
高Tc氧化物超导体是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超导材料。
全书共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高Tc氧化物超导体系的相关系，并扼要介绍相图、相变的基本概念及相
图和晶体结构测定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介绍一些主要高Tc超导单晶体的生长方法。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论述铜基氧化物超导体和非铜超导体的晶体结构。
《新型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精）》可供从事超导材料、超导物理以及超导应用的科研工作者
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型超导体系相关系和晶体结构>>

作者简介

　　梁敬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凝聚态物理和物
理化学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
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60年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曾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常委、中国晶体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物
理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国际晶体学联合会仪器委员会委员、福州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技大
学等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等。
现兼任ChinesePhysics、《物理学报》和《结构化学》杂志副主编。

　　长期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学科的交叉领域从事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主要应用x射线衍射和热学分析等方法研究无机固体功能材料的合成、相关系和晶体结构，以及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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