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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特别是超导现象，它让

我着迷，因为超导状态下的物质没

有能量损耗，这对于缓解人类能源

紧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谢心澄

说，超导材料就是一个典型的量子

材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半导

体材料也属于量子材料，因为它们

都基于量子理论来划分成绝缘体、

导体、超导体等。这些材料在现代

信息技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因此量子材料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应

用价值。“在常温高压下，科学家

们已经接近成功合成具有超导特性

的新材料。然而，这些材料要真正

实现应用还面临诸多挑战，如高压

条件的苛刻性和样品尺寸的限制等。

因此，科学家们需要深入研究这些

材料的机制，寻找去除苛刻条件的

方法。”

2005 年，谢心澄从美国回到国

内，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担任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

算研究室主任。随后，2010 年入职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并创立了量子材

料科学中心。他带领团队在凝聚态

物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其中，最令他自豪的是在自旋超导

领域的研究。“我和孙庆丰教授一起，

首次提出了‘自旋超导体’新量子

态概念及其系统理论，并提出了产

生自旋极化和调控自旋输运的一系

列新方案。自旋超导是我们团队长

期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发现，

将超导和自旋输运相结合，可以实

现磁运输而不产生能量消耗，这一

发现成为自旋超导领域的一项突破

性进展，对于未来电子器件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在量子霍尔效应方面，谢心澄团

队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们提

出了一个新的相图来描述量子霍尔效

应中的相变问题，并首次得到了许多

低能的集体模式，成功地利用分数统

计能谱进行了分析。这些成果对于理

解量子霍尔效应的本质和新型量子现

象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谢心澄认为量子信息和量子计

算将是持续几十年的热点方向。尽

管这些领域目前仍处于研究的初级

阶段，但它们的潜力和应用前景不

容忽视。“中国科学家在量子研究

的很多领域现在是并跑，个别领域

处于领跑地位。”他特别提到了薛

其坤团队对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实

验验证，这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

领跑的一个例子。此外，在量子信

息方面，中国科学家潘建伟也取得

了显著成就。

感恩李政道

在访谈中，谢心澄还提及了他

与李政道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他

回忆道：“我出国的机会是他那个

项目提供的。90 年代，我在美国已

经做老师了，那个时候经常回国讲

学，李先生也经常在国内待一个月

左右。因为都在北京，所以夏天在

学术会议上经常会碰到他。”

谢 心 澄 所 说 的 项 目 就 是 李

政 道 发 起 的“ 中 美 联 合 培 养 物

理 类 研 究 生 计 划 ”（CUSPEA，

China-U.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1982 年，谢心澄本科

毕业，决心继续研究物理，但困于

当时国内较为落后的研究环境，希

望到国外继续深造。于是，他参加

了 CUSPEA 项目的考核，当时国内

的竞争非常激烈，考卷题目是英文

的，答题也要用英文，这对英文水

平有限的他们来讲非常有挑战性。

但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从全国的参选

者中脱颖而出，获得前往美国马里

兰大学学习的机会。

四十几年前，用英文选拔物理

学博士的考试本身就是一大考验。

过了笔试关，还有面试。谢心澄回

忆，“面试官是几位美国著名的物

理学教授和他们的夫人，先与教授

谈，再跟他们的夫人谈。因为平时

英文用的少，当时考试时我还是挺

紧张的。出国前，我们在西安进行

英语培训。李政道先生的夫人是英

国文学专业的，李先生和夫人很关

心 CUSPEA 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写作

能力。李先生自己刚到美国时，读

了很多英文原著，提高英语能力”。

谢心澄感慨，李政道先生是一

个非常务实且低调的人。他说：“李

先生做事非常细致，他要一步一步

地把事情推行下去，做到水到渠成。

比如他负责的 CUSPEA 出国项目，

院士访谈
谢心澄

　　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同年

通过CUSPEA选拔考试赴美国深造。1988 年，美国马

里兰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91年至 2004年，在美国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校

董事会讲席教授。200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担任凝聚态理论与材料计算研究室主任。2010

年起，出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讲席教授，期间曾任量子

材料科学中心创始主任、物理学院院长，2015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2018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现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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