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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11年荷兰Leiden大学的Onnes发现汞的超导性以来，人们一直对这种奇妙的现象进行着艰苦而
不懈的探索。
经过了近百年的努力，人类对超导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且不断有新的超导材料被发现。
超导材料是超导技术得以广泛应用的基础，实用化超导材料主要分为低温超导材料（工作在液氦温
区4.2K，以NbTi和Nb3Sn为代表）和高温超导材料（工作在液氦温区77K，以YiBa2Cu3O7和BiSrCaCuO
为代表）。
2001年1月，二硼化镁（MgB2）超导电性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科学家的普遍关注与研究。
因为该超导体具有远高于低温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Tc），又不存在高温超导体中难以克服的弱连
接问题，而且该超导体是一种新的简单的二元金属间化合物超导体，其合成工艺简单，原材料成本低
廉，所以MgB2超导体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应用前景，也日趋成为超导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
　　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探讨MgB2超导体的科学专著，而且现阶段的研究也大都集中在烧结制备工
艺的完善和不同掺杂物的尝试两个方面，对其成相和掺杂机理缺乏系统性的探究和总结，具有一定的
盲目性。
因而全面系统地澄清MgB2成相和掺杂机理，可以为进一步制备具有更高超导性能的：MgB2超导体提
供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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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MgB2的超导性能及发展概况，系统地研究了其成相热力学和动力学，同时对其烧结成
相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原位Al2O3、Cu和SiC掺杂对MgB2超导体成相过程以及超导性能的影响，并
以此为出发点，对目前世界上各类物质掺杂MgB2超导体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与总结。
    本书可作为高校超导材料和超导物理等相关专业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超导材料制备和超导物
理研究的科研、生产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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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超导体的发展概况及MgB2超导体研究应用前景　　1.1　超导体的发展历史及基本特性　
　1.1.1　超导体的发展简史　　自1911年荷兰Leiden大学的Onnes发现汞的超导性以来，人们一直对这
种奇妙的现象不懈地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经过了近百年的努力，人类对超导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迄今为止还继续有新的超导体被发
现，人们还不能完全、完美地解释超导现象。
　　近百年的超导科技发展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1～1957年超导微观理论（目前通
称BCS理论）问世，它是人类对超导电性的基本探索和认识阶段。
BCS理论是Bardeen、Cooper、Schrieffer共同发展的低温超导理论，其核心是提出了Cooper电子对作为
产生超导电性的基础，1972年三人共获诺贝尔奖，这是人类认识超导电性的基础阶段。
第二阶段是自1958～1985年，属于人类对超导技术应用的准备阶段。
第三阶段是自1986年Bednorz和Mtlller制备出超导转变温度（Tc）高于30K的超导材料（La—Ba—Cu—O
）后开始的高温超导材料阶段，并逐步转入超导技术开发时代，超导转变温度的发展历史如图1.1所示
。
　　结合超导发展的历程，把超导材料按超导现象出现的温度范围可分为两类：液氦温区的低温超导
体和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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