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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诺贝尔奖穿越百年而不灭，历经沧桑而不朽。
从《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故事》中既能了解荣获历届诺贝尔奖的名人故事，又能从名人的故事中找到
人生道路的方向，从而获得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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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913年，昂内斯又发现锡和铅也具有和汞一样的超导电性，不纯的汞也具有超导电性
。
为了寻找在比较高的温度下具有超导现象的材料，科学家们奋斗了将近60年。
在无数人为寻找高温下（相对绝对零度而言的高温）有超导现象的材料时，幸运的贝特诺茨和缪勒在
瑞士国际商用公司实验室里发现了一种镧铜钡氧陶瓷材料的超导现象。
此后，美籍华裔学者朱经武、中国物理学家赵忠贤领导的研究小组相继发现了在-175℃和-194.5℃条件
下有超导现象的超导材料。
更令人振奋的是，美国和日本等科学家在1991年又发现了球状分子碳60在掺入钾、铯、钕等元素后，
也有超导性。
有些科学家预料，球状分子碳60掺入金属后，将来有可能在室温下出现超导现象。
这意味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即将到来，因为没有电阻的材料用途极为广泛：用它做输电线
不会损耗电力；用它做发电机可以做得很小；用它制造悬浮列车，可以使时速达到550千米以上；用它
做计算机，可使计算机速度提高成千上万倍。
历史意义1908年7月10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这一天，昂内斯和他的同事们在精心准备之后，集体攻关，终于使氦液化。
它标志着20世纪“大科学”初战告捷。
为了做好这个实验，昂内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先对氦的液化温度作了理论估算，预计是在5～6开；储备了大量的氦气；液氢是自制的；在实验前
一天，制备了75升液态空气备用。
凌晨五点，20升液态氢已准备好，逐渐灌入氦液化器中。
下午一点半，液态氢全部灌进氦液化器后开始令氦气循环。
液化器中心的恒温器开始进入从未达到过的低温，这个温度只有靠氦气温度计指示。
然而，一直看不到指示器有任何变化。
这时液氢已近告罄，仍然没有观察到液氦的迹象。
晚上七点半，眼看实验要以失败告终，有一位闻讯前来观看的教授对昂内斯说，会不会是氦温度计本
身的氦气也液化了，是不是可以从下面照亮容器，看看究竟如何？
昂内斯立即照办。
结果使他喜出望外，原来中心恒温器中几乎充满了液体，光的反射使人们看到了液面。
这天，他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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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故事》为图知天下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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