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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鉴于我国目前超导块材主要用于制作磁悬浮装置，更迫切地需要有规范的方法测量超导体的磁浮

力，因此制定本标准。

与本标准有关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国际电工委员会超导技术委员会（ＩＥＣＴＣ９０）。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超导技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提出，全国超导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和国家超导技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西北有

色金属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玲、焦玉磊、郑明辉、张宏、刘宜平、刘国东、张翠萍、丘明。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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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氧化物超导体磁浮力的测量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晶粒块状氧化物超导体（简称块状超导体）在液氮温度（７７Ｋ）附近磁浮力的测试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测量由熔融织构生长法制备的圆柱状ＲＥＢａＣｕＯ超导体的轴向磁浮力，超导体的

直径小于或等于５０ｍｍ。直径大于５０ｍｍ的圆柱形超导块与其他具有规则形状（正方体、长方体、正六

棱柱等）超导块的轴向磁浮力以及非轴向磁浮力的测量也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在本标准中的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

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３８１１—２００３　电工术语　超导电性（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５０８１５：２０００：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

ｇｙ—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ＪＦ１０５９—１９９９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３８１１、ＪＪＦ１０５９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氧化物超导体　狅狓犻犱犲狊狌狆犲狉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在一定条件下呈现超导电性的包含氧作为一种基本成分的化合物超导体。

注：一定条件指适当的温度、磁场强度和电流密度。［ＧＢ／Ｔ１３８１１—２００３中８１５０２０５］

３．２

铜氧化物超导体　犮狅狆狆犲狉狅狓犻犱犲（犮狌狆狉犪狋犲）狊狌狆犲狉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包含有铜氧面的层状结构的氧化物超导体。［ＧＢ／Ｔ１３８１１—２００３中８１５０２０８］

３．３

熔融织构生长法　犿犲犾狋狋犲狓狋狌狉犲犱犵狉狅狑狋犺狆狉狅犮犲狊狊

在高温下部分熔化后定向凝固，以制备出取向好的氧化物超导体的工艺。［ＧＢ／Ｔ１３８１１—２００３中

８１５０５２２］

３．４

磁浮力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犾犲狏犻狋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犮犲

在确定温度和确定间隙下块状超导体与磁体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力，单位为牛顿（Ｎ）。根据超导

体和磁体间相互作用的历程和状态，磁浮力可以是排斥力或吸引力。

取一定条件（磁场和冷却方式）和可测量到的最小距离（０．１ｍｍ）下的排斥力为样品在该条件下的

最大排斥力。

取一定条件（磁场和冷却方式）下测得的吸引力的最大值为样品在该条件下的最大吸引力。

３．５

磁浮力密度　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犾犲狏犻狋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犮犲犱犲狀狊犻狋狔

作用在超导体端面的单位面积上的磁浮力，单位为牛顿每平方厘米（Ｎ／ｃ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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