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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些偶偶核的回弯现象的机理 =

张 敬 业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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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1%≅ 中我们提 出了区分偶偶核回弯机制的可能判据
Α

这就是 >沿用前文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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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回弯现象主要是由转动排列和 >或者 ?对崩溃效应所造成
,

应有

及接近于 % Β Μ及Μ远小于 % ,

> ?

而对于形状相变应有

及远偏离于 Ν Μ及
Β
Μ可较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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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即可判定回弯的主要原因是否为形状相变
Α

Α

进一步可根据迥磁比因子 Π 来判定回弯现象是否主要是转动排列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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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转动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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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先辈数为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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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我们由下带能谱确定了混杂角
。 , 后

,

即可根据 >Τ ?>, ?>! ?式求得下带的迥磁比因

子 Π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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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此时 Π ,

>力 将会有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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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变化情况直接依赖于参与 排列 的

核子的种类和所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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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夕! 年 月 日收到
Α



第 , 期 张敬业 Β 关于某些偶偶核的回弯现象的机理

>二?

以上结论和当时已看到的关于 5 >4 Χ? 值的实验数据是相符的Θ, , , Α

但是当时实验数

据相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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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核高自旋态比较完整的实验数据只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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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和实验值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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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核回弯的出现
,

主要是由于转动排列和 >或者? 对崩溃所致
Α

这是和其它理论分析 1Σ, ”
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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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例子我们仅列出
’,Γ 4+ 的计算结果>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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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判据 ∗ ∀ ,和 ∗ 4 ,式
, ’−# ∋ ( 回弯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形状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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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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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普通空间的转动带和规范空间的转动带之间相互关系的进一步 研 究;%−< 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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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回弯的主要原因看来应该是不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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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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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回弯的本质
,

据悉 ;#< 目前西德 > ?% 正在设法测量
“呢( 回弯区的 ≅ 因子

0

这

个核出现回弯现象一般认为
〔刀 主要是由于一对 Α%?% 中子转动排列所致

0

那 么 其 ≅ 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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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Τ ? >, ? >! ? 诸式可求得
,

结果如图 Ο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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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 Π% >力 中
,

我们采用了如下假设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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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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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均认为这些核回弯的主要原因也是 人ΟΕ] 中子对的转动

排列 Θ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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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
,

它们的 Π 因子均是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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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计算值中
,

有明显回弯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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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几个核的 ≅ 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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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回弯的原因
,

有两种意见 ;!4 〕
,

一种认为转动排列的是 六4Φ∀ 中子对
,

一

种认为是 8ΝΦ∀ 质子对
0

按照 ∗匀一 ∗Ο ,诸式
,

八。 中子对和 8 ,%4 质子对转动排列的效应是完

全不同的
,

计算结果如图 3 所示
0

如果确系由于一对 入、 质子转动排列而导致回弯的出

现 ;%3!
,

那么其 ≅ 因子将不同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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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显然将会对上述分歧意见的判断提供新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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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
,

文献【%< 中提出的区分回弯机理的可能判据看来是合理的
0

能够和新

的实验结果相符
0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某些核的 ≅ 因子作出了理论计算
0

为进一步确定参

与转动排列的究竟是那一对核子提供了可能线索
0

应该指出的是
,

目前关于高自旋态的电磁性质的测定
,

在实验上困难较大
,

因此实验

结果误差较大
,

数据较少
0

特别是 ≅ 因子的测量
0

因此本文的理论分析
,

在定量上还是粗

略的
0

我们期待着更精确更丰富的实验数据以检验和修正理论
0

作者感谢兰州大学徐躬藕先生所作的有益的讨论
0

感谢近代物理所理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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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组和图书组的同志们所作的讨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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