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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低温技术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
从发展历史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unde、Dewar和Onnes等对低温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使得低温技术学科得以迅速发展。
低温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支撑技术，在现代许多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低温及其相关技术在许多领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深空探测、热核聚变技术
、凝聚态物理等，它们都成为这些前沿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很多应用中，环境要求所需要的温度非常低且稳定，同时对冷量的大小也有较高的要求，此时使用
液氦甚至超流氦来提供低温环境则成为最佳的选择。
超流氦作为一种冷却性能优异的冷却剂，具有一系列的特异性质，如黏性系数极小、热导率极大等特
点。
这些特异性质使得超流氦在很多场合中得到了应用。
具体举例来说，为了获得强磁场，往往使用超流氦来对超导磁体进行冷却，以提高超导磁体的热稳定
性，从而保证系统正常运行，如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碰撞机
（1argehadrmlcollider，LHC）中，就使用了大量的超流氦来对超导磁体进行冷却；在空间奥秘的探测
中，为了提高空间远红外探测器的灵敏度，往往使用超流氦来维持探测器所需要的低温，如在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03年发射升空的空间红外望远镜（spacein fraredtelescopefacllity，SIRTF）
中，则使用了约400L的超流氦；在凝聚态物理的研究中，超流氦的特性更是低温物理学家所感兴趣的
焦点之一，如量子涡旋、固体超流特性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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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针对超流氦的流动与传热特性及其在低温系统中的冷却应用，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与进展，本书系
统介绍了超流氦的基本特性、物理基础、实验手段，剖析了超流氦在冷却应用中涉及的流动与传热相
关的基本热物理问题，进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并对相关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介绍
。
    本书内容全面新颖，适合于从事低温技术研究、设计、教学和生产的科技人员以及从事低温物理研
究和应用的科研人员，特别适合于从事超流氦物理与冷却应用技术、低温流体力学与传热学、高能物
理实验技术和凝聚态物理研究的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以作为大学低温和制冷专业及凝聚态物理专业高
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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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氦的性质及超流氦的获得1.1　氦元素简介1868年8月18日，法国人Janssen在日全食的太阳光谱图
上发现在钠元素的谱线附近有一条波长为5 876A的浅黄色线条；1868年10月20日，英国人Lock-yer
和Frankland在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谱线，经过进一步研究，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条不属于任何已知元素
的新谱线，认为这种元素在地球上还没有被发现，将其命名为Helium，其原义来源于希腊语halios，意
为“太阳”。
其后1895年Ramsay在铀矿和天然气的谱线中发现了同样的线条，经证实该线条是氦的谱线后，他在《
化学新闻》上首先发表了在地球上发现氦的简报，并于同年在英国化学年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一发现。
至此，氦元素在地球上被发现了。
这个概念上的氦是一个统称，泛指氦4，因为当时还不清楚它是否存在同位素。
直到1933年Mark Oliphant等发现氦3，人们才对氦的概念加以区分。
氦是一种稀有资源，在地球上极为稀少，并且分布也很不均匀，如图1.1所示是全球氦资源的分布图。
总体来说，在大量使用氦气的时候，一般均应进行氦气回收。
最初氦气的来源大多均是从空气中进行液化分离，1917年人们首次从天然气中提取出氦气。
氦存在于整个宇宙中，按质量计占23％，它是除了氢以外含量最为丰富的元素，但在自然界中它主要
存在于天然气或放射性矿石中。
在地球上的铀等放射性矿物中所含有的氦是经过a衰变的产物。
氦只有在某些天然气中的含量达到一定丰度，在经济上才具有开采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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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流氦传热》：新能源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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