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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物质的冷却新方法一直是科学家们关注的方向，人类从1908左右开始将氮气液
化，创造了将物体从室温300K（开尔文）冷却到几K的新方法。而后，不断发明新
方法将物体冷却，到1995年科学家已将物质冷却到纳开(10-9K)量级，其成果分别授
予五次诺贝尔物理奖。由于地球引力的限制，冷却温度的极限一直没有被打破。空
间超冷原子物理实验是在以前几次诺贝尔物理奖成果基础上又一次新的跨越式发展
的机遇，基于空间站的微重力条件，可以将物质继续冷却至比地面冷却温度低三个
数量级，达到皮开(10-12K)量级。报告将详细介绍中国空间站超冷原子物理柜的设计
，获得皮开温度的原理，以及基于皮开温度开展的系列量子模拟科学实验，同时也
将中国空间站的科学实验与美国、德国等欧美国家在国际空间站正在进行和即将开
展的实验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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