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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辐射应用专题

同步辐射X射线光源在高压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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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暋同步辐射 X射线光源已经成功地应用到高压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文章简要回顾了同步辐射高压技术

的发展历史,简要介绍了同步辐射 X射线衍射技术在高压状态方程、强关联体系、地球内部物质以及早期生命起源等

研究中的应用.介绍了同步辐射X射线光谱技术(包括晶格振动声子谱的测量)在高压研究中的应用,此外,还介绍了

时间分辨的同步辐射技术在冲击压缩研究中的应用,最后展望了未来先进光源应用于高压科学研究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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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第一代同步辐射光源开

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到现在通用的第三代光

源,同步辐射光源的性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每一

代光源的更新中,除了光源亮度有几个数量级的增

强外,X射线的质量(包括平行性、偏振性、脉冲的时

间结构、相位的相干性以及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极大

的提高.这些进展都为它在高压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步辐射光源产生的光辐射包含了能量范围极

宽的电磁波(从低能的红外辐射到能量超过100keV
的高能X射线).目前,在高压研究中应用的同步辐

射光源主要是X射线(本文不拟讨论光源的其他部

分,例如红外、可见光部分在高压研究中的应用,虽
然这方面的应用也很重要).一般而言,所涉及的波

长大约在0.1nm 以内(相应于高于12keV 的 X射

线),属于短波 X射线(或硬 X射线)的范围.另外,
尽管大压机高压技术一直在高压研究中得到广泛的

应用,然而,我们在30年前曾在本刊介绍过的,当时

还在发展中的金刚石压砧高压技术[1],近年来已经成

为世界高压研究中的主流.本文也主要介绍同步辐射

产生的X射线在金刚石压砧高压技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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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暋同步辐射高压技术的发展历史

金刚石压砧高压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高压研究向

前发展,除了红宝石压力规及时地出现并被广泛使

用以外[2],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样品的小型化.由于金

刚石本身的尺度很小,这一技术所能包容的样品尺

度(目前在数微米至数十微米的量级)也就自然地比

传统的大压机高压技术所能包容的样品(毫米至厘

米量级)小得多.事实上,这一特点也曾经使金刚石

压砧高压技术的有效性遭到质疑,特别是遭到当时

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暠强烈影响下的中国高压科学界

的普遍质疑(主要的质疑是,这么小的样品会有用

吗?).但是,只有在这么小的区域内,高质量的高强

度金刚石才有可能维持极大的压力梯度,从而使极

高的样品压力得以保持住(在高压科学中,一般所谓

的压力,更严格地说应该是物理学中所定义的压

强).而且,由同步辐射光源所催生的近代 X射线光

学技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得到蓬勃发展,使良

好聚焦的同步辐射 X射线的尺度从100毺m 逐渐缩

小到10毺m、1毺m 甚至亚微米的水平.这种极细的同

步辐射X射线束,就成为金刚石压砧技术天赐的精

密和细微的探头.现在,纳米尺寸的样品的 X 射线

衍射也已经成为可能.可以说,这种同步辐射和金刚

石压砧这两项技术昨天开始的强强结合,注定了同

步辐射金刚石压砧高压研究今天的辉煌.
同步辐射X射线最早应用到高压研究中,可以

追溯到 W.Bassett,E.Skelton等人更早一些时期的

工作,但是,同步辐射正式在高压 X 射线衍射研究

中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标 志 是,在 美 国 纽 约 长 岛 的

Brookhaven国 家 实 验 室 的 国 家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NSLS)专用的高压 X射线———同步辐射束线 X17
(特别是X17C)在上世纪90年代建成和投入使用.
虽然,X17C这一束线最初由美国华盛顿的卡内基

研究所地球物理实验室 (GeophysicalLaboratory,

CarnegieInstitutionofWashington)、海军实验室

(NavalResearchLaboratory)和 LawrenceLive灢
more国家实验室共同筹资建成,但实际上,主要是

由卡内基研究所地球物理实验室的著名科学家毛河

光亲自领导,并由我国旅美高压科学家胡静竹具体

管理的.胡静竹在 X17C工作了将近20年,见证了

这一条光束线的光辉岁月.她在2008年从 X17C退

休时,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特别向她颁发了当年

的优秀服务奖.

目前,世界各国的同步辐射装置一般都建立了

高压研究的专用束线,除了 X17外,比较著名的还

有欧洲联盟建在法国 Grenoble的欧洲同步辐射光

源(ESRF)的两条专用的高压 X射线同步辐射束线

ID灢09和ID灢27 (分别于1993年和1998年开始建

设,并分别于1994年底和2005年开放用户实验),
以及同样在新世纪启用的美国芝加哥的 Argonne
国家实验室的先进同步辐射光源(advancedphoton
source,APS)的 两 条 专 用 的 高 压 X 射 线 束 线:

HPCAT和 GeoCARS.而且,在后一个同步辐射光

源中,除了这两条光束线外,还有11条光束线采用

高压研究技术(见图1).国内,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第一代同步

辐射装置(BSRF)上,国内第一条专用的同步辐射高

压X射线束线也在其开拓者车荣钲、刘景等科学家

的努力下,经过近10年与其他束线共享的经历之

后,于2001年开始建设,并于2003年开始逐渐投入

使用.最近,国内的第三代光源———上海同步辐射光

源也开始讨论建设专用的高压 X射线同步辐射束

线.无疑,这是符合世界潮流和国家研究需要的正确

抉择.

图1暋同步辐射装置中的高压实验站照片 (a)美国芝加哥的

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先进同步辐射光源(APS).除了高压专

用的 HPCAT和 GeoCARS之外,还有其他11个光束线都结合

了高压技术,可以开展静高压实验研究工作 (带圈标记的线

站);(b)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高压实验站,X射线

束由右向左入射;(c)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 NSLS的 X17C高

压实验站,X射线束由左向右入射

3暋同步辐射 X 射线衍射技术在高压

状态方程研究中的应用

材料的体积随压力的变化,即所谓状态方程问

题,关联着材料内部的原子间的相互作用,是高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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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 X射线衍射可以直

接测量材料内部的原子之间的距离(或晶面间距),
所以它也一直是确定材料状态方程的最有效的手

段.在应用同步辐射光源产生的 X 射线之前,金刚

石压砧加载下的高压 X射线衍射测量一般均采用

实验室的普通X射线源和X射线感光软片,但由于

样品的量太少,每一个实验点需要一至两个星期的

时间曝光,即使采用转靶 X射线源和弯曲位置灵敏

探测器(curvedpositionsensitivedetector,CPSD),也
需要两天时间曝光.高亮度同步辐射光源的出现,无
疑为高压科学的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通常,每一个

实验点的曝光时间缩短到只需要数秒到数分钟.
由于同步辐射光源发出的 X 射线包含了极宽

的能量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白光暠,为了有效地利用

同步辐射这种光源发出的所有能量的 X射线,在很

长一段时间,同步辐射的高压研究,极大地发展了称

为能量色散的 X射线衍射技术(EDXD).这一方法

采用所有能量的 X射线对晶体内相同原子平面的

衍射,通过能量分析,得到精确的晶面间距.结合红

宝石高压规的使用,大量材料的状态方程可以相当

精确地测出.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氢和氘的状态方程

的获得.
利用X射线测定状态方程的基本原理是使用

X射线相干的弹性散射造成的衍射现象,这种衍射

反映了晶体样品内晶面间距离的信息.根据这些距

离的直接测量,晶体的基本单元———晶胞的体积的

测量可以准确到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因而,这
样测定的体积有很高的精度,它反映的基本上是晶

体体积的本征大小(还不能探测到缺陷和微量杂质

的影响).其实,X射线被原子散射实质上是被原子

中所有电子散射.散射的强度与电子数的平方成正

比.因此,X射线方法对重元素很有效,对轻元素效

果就比较差.对只含有一个电子的氢和氘而言,几乎

没有成功的先例.在金刚石压砧中,采用 X 射线衍

射技术,氢和氘的状态方程测量的成功,除了技术上

的精心考量外,高亮度的现代同步辐射 X射线光源

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在高压下将氢或氘样品注入金刚石压砧中的样

品孔,在室温下,超过6.3GPa(1GPa约为1万大气

压左右)时,氢或氘就会固化,成为多晶固体;采用高

亮度的同步辐射X射线,第一次采用X射线衍射方

法完成了高压下氢或氘的体积的直接测定[3].但当

压力增加到50GPa以上时,由于金刚石的变形和样

品内部的应力,X射线衍射的背景增加,淹没了本来

就很微弱的多晶固体氢或氘样品的衍射信号.为了

克服这一困难,Loubeyre等将氦和氢或氘一起注入

样品孔中,并在柔软的固体氦中生长了单晶的氢或

氘(见图2)[4].利用比多晶强几个量级的单晶衍射,
从而重新成功地找到氢或氘的(100),(002)和(101)
等各衍射峰.在欧洲同步辐射光源中的ID灢09(早期

称为BL3)光束线上,测定了压力增加至最高值

120GPa时氢和氘的状态方程(见图2),并得到以下

结论:(1)氢和氘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状态方程.在这

个压力范围内,它们都是密排六方结构.(2)氢和氘

的c/a比值随压力增加而减小,从球形原子密排结

构的1.63一直减小到120GPa时的~1.58.这表

明,在压力增加的过程中,球形原子分布的可能性不

断在降低,各向异性不断在增加.很明显,静态高压

的 H2 的状态方程测定,对实验和理论都提出了挑

战.尤其是在150GPa时,氢和氘的第三相(Phase
III)可能会出现,在超过150GPa的条件下,关于氢

的实验结果是极其诱人的.这些结果又可能与氢的

金属化现象———金属氢[5]密切相关.

图2暋氢和氘的状态方程.左图为在金刚石压砧中以氦为传压

介质制备的单晶氘,图(a)、(b)、(c)分别是单晶氘在10GPa,

14GPa以及119GPa高压下的照片;(d)为测得的状态方程(压

力P 和比容V 的关系)

由于同步辐射光源的不断更新,更强、更亮的光

源不断出现,研究的课题就向更精密的方向发展.虽
然能量色散的X射线衍射(EDXD)方法提供了最有

效、最经济使用同步辐射光源的手段,但由于这一方

法所采用的Si(Li)或纯 Ge能量分析探测器有比较

宽的自然宽度,目前,还没有研制出更好的探测器.
所以角度色散 X 射线衍射方法(ADXD)又成了目

前同步辐射高压X射线衍射研究的热门技术.采用

硅晶体单色器可以获得高纯度的单色 X射线,这种

高纯度的、高单色性的 X 射线源过去是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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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是不可能得到的.而且选出的高能量的(短波

长)入射X射线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衍射线,这使高

压下的衍射测量得以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进一步

的努力就集中在确定晶体中原子位置,现代同步辐

射高压科学所发现的一系列新相就是这一技术的具

体成果.

4暋同步辐射高压技术在强关联体系研

究中的应用

作为典型的非放射性f电子过渡金属,金属铈

有着非常奇特的高压性质.在并不高的温度和压力

条件下,在铈的相图中存在一个固相区临界点.在这

一临界点的两边,存在两个体积不同但都为面心立

方结构的毭相和毩相.在常温下由低压的毭相向高

压的毩相转变时,体积收缩14%—17%.这一体积坍

塌随温度增高而减小,直至到达临界点.其实,金属铈

也是目前唯一在固相区发现的具有临界点的元素.
一些理论的研究表明,这一个临界点应该对应

着Landau理论中的三阶临界点,因而在这个临界

点的上方(较高温高压方向),应该有一个二级相变

的相边界.这表明高压的毩相比具有最高晶体对称

性的面心立方结构的低压毭相有较低的对称性.因
而这一相转变应该造成了某种对称性丧失,用专业

的术语来说,这一相转变应该对应着一种对称破缺.
但是,这一理论预言在金属铈中应该出现的这一对

称破缺,虽然已经有很多间接的证据,但迄今为止,
还没有直接的X射线的证据.我们采用北京电子对

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高压光束线中较低能量(17keV)
的单色 X射线,第一次在低衍射布拉格角(2.2曘—

3.5曘)的区域中观察到疑似代表对称破缺的超结构

的衍射信号.它们在压力的作用下,一致移向代表尺

度减小的大衍射角方向(见图3).另外,这个超结构

还可能是一种二维结构,是否能在实验中找到相应

的衍射峰,完全决定于这个二维结构的取向,因而并

不是每一次实验中都能找到.然而,尽管北京同步辐

射光源高压光束线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但由于实验

需要的曝光时间大大超过了目前北京同步辐射光源

高压光束线可能提供的实验机时,我们得到的这些衍

射峰的强度还太低,需要更多的实验机时和更多的实

验来证实.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铈的低压毭相在高

压下有强烈的纵声子软化现象,这种软声子模的出现

应该是毭相向毩相转变的合理的动力学机制[6].

图3暋利用北京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装置高压光束线较低能量

(17keV)的单色 X射线,通过高压 X射线衍射实验,我们在低衍

射角(2.2曘—3.5曘)的区域中观察到了疑似毩灢Ce对称破缺的超晶

格结构 (a)压力为1.13GPa时观测到的原始二维 XRD衍射图,

其中最左侧低衍射角位置的4条较弱的衍射峰即为疑似超晶格

的衍射峰,而标记为 NaCl的衍射峰来自样品周围作为压力标准

与传压介质的 NaCl;(b)超晶格的平均压缩比(a/a0)随压力的

变化与基本fcc晶格压缩比随压力的变化的比较.可以看到,在

实验误差范围内,高、低衍射角位置的衍射峰所代表的超晶格与

毩灢Ce的基本fcc晶格的压缩比随压力的变化基本一致,即它们

有相同的状态方程.同时可以看到,超晶格结构的压缩比具有较

大的误差,除了因为衍射强度相对弱外,根据衍射理论分析,相

当低的衍射角应该是误差较大的主要原因

5暋同步辐射 X 射线光谱技术在高压

研究中的应用

实际上,同步辐射X射线光源在高压科学研究

应用的历程中,虽然X射线衍射是采用的最主要的

技术,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步辐射 X 射线成

像、射线谱以及散射的研究成果愈来愈多,在高压研

究的各个方面都采用了同步辐射 X 射线.可以说,
没有同步辐 射 X 射 线 光 源,就 没 有 现 代 的 高 压

科学.
一般而言,在具体实验中,在同步辐射 X 射线

光束线上,装好样品的金刚石压砧应该被准直好的

X射线穿过.X射线光束可以从金刚石压砧的压砧

面的法线方向入射(正入射),也可以从金刚石压砧

砧面的切线方向入射(侧入射),如图4所示.这束 X
射线与样品的各种相互作用是采用放置于样品周围

的各种探测器来测量.结合不同方向入射的全景成

像结果,也可以直接测定压砧的样品腔内样品的体

积.这对衍射效应比较不明显的材料(比如流体和无

定型材料)的状态方程测量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在

30毺m 大小的样品中,目前的精度已经可以达到

25nm 的分辨率,因而这种状态方程的测量精度也

可以达到约0.1%的水平,已经接近衍射方法的测

量精度.这一方法的进一步提高是值得期待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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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侧入射技术也提供了测定高压下材料屈服强度

的一种新方法.

图4暋对金刚石压砧中的样品,同步辐射 X射线可以有不同的

入射方式,这里显示的有正入射和侧入射两种

在测定了状态方程和原子位置之后,原子的运

动和原子中电子的状态就是高压科学家最为关心的

问题,也是目前同步辐射高压研究正在拓展的主要

方向.这些过程都会牵涉到能量转移,亦即 X 射线

的非弹性散射.图5是在高压下采用两种不同技术

测量的铁和钼的晶格振动(声子)谱.它们详细地描

述了固体材料中位于周期性晶格格点处的原子集体

振动的行为.这里,采用的第一项技术称为核共振非

弹性X射线散射(NRIXS),这一技术是利用固体样

品中放射性原子产生的无反冲自发辐射(穆斯堡尔

辐射)的能谱得到的.如图5(a)所示,这里表现的是

在能量空间中晶格振动模式的分布———声子态密度

(而不是包含更多信息的另一种技术可能提供的声

子的色散关系).这一方法在技术上相对简单,但仅

能适用于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样品(例如图5(a)实验

采用的样品是有放射性的铁同位素:Fe57);而采用

的第二项技术则是X射线的非弹性散射,根据 X射

线在一定的晶体方向上散射前后的能量和动量变

化,确定在这个方向上声子的振动能量(或振动频

率).通过对所有晶体方向的测量,构建起如图5(b)
所示的钼在整个布里渊区的声子谱(色散关系),这
一方法对任何由原子构成的晶体都适用.当然,为进

行技术上极为复杂的X射线非弹性散射的实验,还
必须事先准备好一个良好的单晶样品.目前,国内的

两个具有短波X射线的同步辐射光源(即北京同步

辐射光源(BSRF)和上海同步辐射光源(SSRF))都
还没有建立起这些技术.尽快填补这一空白,无疑是

目前摆在国内同步辐射科学家、晶体学家、固体科学

家和高压科学家面前的共同的光荣使命.

图5暋利用 X 射线的非弹性散射测得的铁和钼的晶格振动谱

(a)利用穆斯堡尔效应测得的铁在150GPa时的晶格振动谱;(b)

在17GPa时钼的声子色散关系(其中实心符号代表非弹性 X射

线散射测量结果,空心符号代表非弹性中子散射测量结果,圆形

符号代表纵声学模,方块代表横声学模.沿(毼,毼,0)方向的三角

与方块分别表示2个非兼并的横声学模 TA[110]暣-110暤和

TA[110]暣001暤)

除了X射线光源本身的优化,近代各个同步辐

射高压站逐步建立了高温和低温条件.低温条件的

建立,又为更多重要物理参数的精密测量创造了可

能.双面激光加热技术可以使压砧中样品腔内的样

品在高压下加热到数千度.这一高温条件,又为人们

对高压下的熔化现象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图6是采

用同步辐射X射线观察到的铁的熔化过程.在升温

的过程中,铁的晶格的衍射逐渐被熔融液态铁的散

射所取代,这里的散射谱图包含了原子近邻的信息,
我们可以依靠它们来了解熔融铁中的铁原子的配位

环境[7].另外,这里的高温高压条件又为我们创造了

模拟地球内部的环境,使我们得以了解地球内部的

真实情形(见图7).

6暋同步辐射高压技术在地球内部物质

研究中的应用

与人类已能自由地到太空翱翔不同,到目前为

止,地球内部还是人类的禁区.由于大量地球物质的

堆积,在地球内部形成了天然的高压环境,而地球内

部的高温则是由于包括地球内部放射性物质的核爆

炸等在内的多种因素造成的.直至今日,人类挖掘的

最深井也只有11km 深,与地球的平均半径6400km
相比,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而近年来极为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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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暋在50GPa的高压下铁的 X射线衍射图谱 (a)和(b)为未

熔化时不同温度下固态铁的衍射图像记录;(c)熔化后液态铁衍

射图像记录;(d)由上述衍射图像记录综合的衍射图谱;(e)由高

压 X射线散射所确定的液态铁的结构因子S 与散射动量Q 的

关系曲线

图7暋通过高温高压实验,人们目前对地球内部的物质组成和状

态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例如,在板块俯冲带可能出现从橄榄石到

尖晶石的相变;下地幔的主要矿物是钙钛矿;在核幔边界的超低

速带,钙钛矿进一步转变成超钙钛矿;地核分为液态的外地核和

固态的内地核,其主要组分是铁,并含有少量其他轻元素(如Si
和S等)

的海洋深潜和国内的超深井计划,只刚刚完成了向

地球内部5km 的进军,而耗资极大的中国地球深部

探测计划,也只是包括在海拔4400m 的喜马拉雅山

罗布莎地区、山东莱阳、云南腾冲等地的7个钻探项

目.在实行中,国家将从这7个钻探点中选择一处进

行超越10km 的科学钻探,并用地下爆破的方法,通
过追踪反射信号,探明数十公里地下的结构.从这个

意义上讲,人类对深部地球内部真实情况的了解,其
实完全依赖于高温高压科学的实验摸拟.比如,通过

前面介绍的同步辐射 X射线在高温高压下铁的熔

点的测量,确定了熔融液态铁外核的温度大约在

4000曘C左右,固体铁内核的温度则更高.又比如,地
球内部地幔的主要矿物是钙钛矿,而在核幔边界的

温度压力条件下,钙钛矿转变成超钙钛矿,它对应着

地震学研究发现的该一区域的低速带.而地球的磁

场则是由于外核液态铁的对流造成的.最近同步辐

射的实验表明,在外核条件下的液态铁并不简单地

是一种结构,而可能是有两种不同的结构,因而,外
核的对流其实可能是两种不同结构的液态铁的相当

复杂的对流,这种复杂性也许就是地磁复杂性的原

因.其实,为了了解地球内部的信息,优秀的地球科

学家一直是推动高压科学向前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

之一.
地球科学已有的研究表明,地球上地幔物质是以

硅、镁、钙、铁等这些基本元素的氧化物为主构成的.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发现在17GPa和1000曟的温

度下会发生由橄榄石结构到尖晶石结构的相转变.
在这个相变过程中,密度增加10.6%.这一相变可

能是造成地球深部410km 处(17GPa)密度不连续

面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该密度不连续面可能是橄

榄石和尖晶石的分界面.因而,发生于410—670km
左右的深源地震,都是由地球构造运动引发的相变

失稳造成的.某些地壳橄榄岩在板块俯冲过程中迅

速发生向尖晶石的转化,造成了密度的骤然升高、体
积突然塌缩,形成构造失稳,从而引发深源地震.这
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似乎清晰的相变引发地震的

物理图像.由于岩石圈中所含橄榄石矿物有很大的

储量(占全部矿物的50%以上),所以这一物理图像

被广泛接受.
陈久 华 利 用 Brookhaven 的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NSLS的X17B1光束线,采用大压机的 X射线衍射

装置,研究了铁橄榄石到同样化学组分的尖晶石结

构相变[8].他发现铁橄榄石到其尖晶石结构的转变

压力其实只有6.9GPa,比原先估计的17GPa低得

多.而且,将样品加压至6.9GPa后,以每分钟0.03K
的速度升温,采用成像板记录整个升温过程的衍射

信息.最后,他发现铁橄榄石从638K 开始相变,在

25分钟之后,温度升高45K,达到683K 时,相变完

成.在相变过程中,衍射峰的宽度也在不断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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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相变过程也伴随着应力的变化.而且,在橄

榄石相的内部应力比尖晶石相要大得多.这一研究

的结果似乎与400—600km 的深层地震的相转变起

源学说并不一致.因为这一相变只发生在~700K的

温度,比地球内部400km 处的温度要低得多,而且,
经过相变得到的应力消除的结论与地震需要的应力

累积的估计也明显不符.但是,这只是铁橄榄石的实

验,而岩石圈中的橄榄石矿物中,铁橄榄石成分只有

10%,对其他的镁橄榄石和镁铁橄榄石成分的实验

表明,这一深源地震的物理图像比原先的设想要复

杂得多[8].

7暋同步辐射高压技术在早期有机物与

生命起源研究中的应用

“无机物质能不能转变成有机物质,如果能,又
是怎样转变的?暠这一直是不少科学家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对于石

油的生物成因和非生物成因的不同理解(其实,这一

争论曾经是当年开挖目前最深的11km 深井的一个

原因).一些学者相信,石油是可以由非生物生成的.
从1989年起,谢鸿森就开始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
他和他的学生将石墨和水密封在铜的样品管中,在
他们的六面顶大型压机上加上高温高压,在一些样

品管中就产生了气体.只是当时还不能分析这些气

体.1992年,徐济安建议当时从事金刚石压砧研究

的翁克难研究这一问题(谢鸿森和他的学生也就转

向了含有有机物质的泥岩的实验,他们后来也发现

了无机物的确能在高温高压的条件下生成烃,而且,
生成的烃类是反手性的[9]).翁克难和他的同事把石

墨、菱铁矿和水放在金刚石压砧中施以高压,然后用

激光加热样品,通过透明的金刚石压砧,他们在显微

镜下观察到气泡的形成,并鉴定出这些气体是以甲

烷为主的烃类气体.因而他们认为,在地球深部的高

温高压条件下,石墨、碳酸盐和水的共存,有生成烃

的有利条件[10].2003年,在卡内基研究所地球物理

实验室做博士后的 H.P.Scott,通过徐济安了解到

这一成果后,也完成了类似的实验,得到了相同的结

论[11].最近,徐济安在卡内基研究所的同事 A.F.
Gonchrov等人研究了甲烷在这种环境中的化学反

应,他们发现,甲烷除了可以生成乙烷之外,还可以

生成丙烷、丁烷.同时,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也是可逆

的,即把乙烷放在同样的环境下,也可以生成甲烷,

也可以分解成分子氢和石墨.这表明在地球深处的

这种合成烃类的反应过程,更多是受热力学控制的,
并不一定需要有机物的参与[12].很明显,这种无机

物在高温高压下的成烃机制,是一种新的极为重要

的成烃机制.在地球的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频繁出现

的剧烈的造山运动和诸如闪电、雷击等一些偶然出

现的高温高压过程,都应该在有机物质演化的历史

事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8暋时间分辨的同步辐射技术在冲击压

缩研究中的应用

同步辐射X 射线在高压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最

新的进展,是冲击波实验第一次在同步辐射 X射线

装置中实现[13].同步辐射X射线提供了被冲击材料

在纳秒(10-9s)或皮秒(10-12s)时间分辨的衍射和

成像的信息,从而为快速的冲击过程提供了新的研

究手段.图8是该项实验的设计、装置和一些结果.
这一实验是在美国芝加哥的 Argonne国家实验室

的先进同步辐射光源(APS)的专用的高压实验站

HPCAT上完成的.其实,高压科学一直存在两种平

行而又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动态高压和静态高

压方法.上面介绍的金刚石压砧技术代表着目前静

态高压物理研究的主流技术,在这一技术中,压力的

加载是以秒、分甚至小时、天为单位进行的.因而加

压过程产生的热,一般都会通过压力容器传递出去.
整个压缩过程是相当精确的等温过程.与此相对应,
动态高压则是以爆炸、冲击或强激光在瞬间产生的

高压,整个压缩过程在微秒或更短时间内完成.由于

压力的加载时间短(微秒、纳秒或皮秒),加压过程产

生的热量不可能一下子传递出去(热传导是以声速

传播的),伴随着压力的增加,温度也会骤然增加,接
近于绝热过程.过去,由于实验手段完全不同,这两

种技术的交流仅限于会议中实验结果的讨论.随着

这一实验的实现,可以期望动态高压和静态高压这

两种研究方法会进一步结合,由这两种技术结合而

产生的新的高压科学实验有望在同步辐射光源的基

础上得以实现.

9暋对未来先进光源应用于高压研究的

展望

目前,被 称 为 第 四 代 光 源 的 自 由 电 子 激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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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暋在美国芝加哥的 Argonne国家实验室的先进同步辐射光

源(APS)的高压专用束线与实验站 HPCAT,首次成功地尝试了

冲击压缩 X射线衍射实验.(a)和(b)分别为冲击压缩实验的实

验设计原理图和实验装置照片;(c)—(h)为实验结果的倒格子

空间衍射图样.实验样品分别为纯的和镁掺杂的氟化锂单晶;

(c)和(d)分别表示纯氟化锂单晶在冲击前和冲击中的衍射图

样;(e)和(f)分别表示镁掺杂的氟化锂单晶在冲击前和冲击中

的衍射图样;(g)和(h)分别表示采用两种不同的结构参数对图

(f)实验结果的数值模拟

(FEL)已经初步实现,它的平均亮度比第三代同步

辐射光源高出2—3个量级,峰值亮度高出10余个

量级,脉冲宽度仅为~100fs(10-15s),单脉冲光子数

可达~1011个,且具有完全的空间相关性.这些特性

将为动态高压研究提供强大的能力,衍射或成像有

可能在一个单脉冲中实现.但是,目前实现的自由电

子激光波长仅为~0.1nm,脉冲的重复频率又太小

(~1Hz左右),这些缺陷大大限制了这一新光源在

高压研究中的应用.而最新的设计的10GeV和具备

10个靶位的自由电子激光光源已经有希望把最短

波长缩短到0.06nm,如果可以进一步把它缩短到

~0.01nm,把某些部分脉冲的重复频率提高到微

秒、纳秒到皮秒的水平,自由电子激光在静态和动态

高压研究中的应用就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技术的最

新成就在高压研究中的渗透和应用,必将推动高压

科学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目前,在同步辐射光源进行的高压科学研究已

经达到极高的压力、温度范围,而更极端的压力和温

度条件(包括极高、极低温度),使测量的精度更高、
更精细,使高压测量可以集中到微米以下的晶粒内

部和晶粒间界,这些都是向高压科学家提出进一步

挑战的科学内容(见图9).同时,同步辐射光源本身

还在发展,比上海同步辐射光源更新的北京先进光

源也正在策划之中,高压科学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

已经指日可待.

图9暋高压科学技术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目前的同步辐射高压技

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压力和温度水平,为了进一步拓展实验能

力(达到 TPa压力和104K 的高温),还需要发展更高压力的加

载技术和更精密的探测技术.例如TPa压力的静高压加载技术、

纳米 X射线探测技术、亚微米单晶测量技术、晶界性质的表征技

术等,这些都是21世纪高压科学和技术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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