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 年

第 期
∀ 月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 % & ∋( ) ∗ + ∗ , − ∋) ∗ ./ , 0 ∋& 五0 卫∃ % & ∋( ) + 1 ( 2 ∗ 人, ∋&

3 4 ∀
5

6
7

89 :
· ,

+ 4
。

∀

 !

五开究简报

放射性绝对测且和半衰期 ;: <

介绍一个非经典的获取衰变常数

或半衰期的方法

冯锡璋

罗世华

赵珍兰

黄忠样

徐元彪

杨瑞英

郭应焕

江 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一个非经典的获取放射性核素
’
灿0= 的衰变常教及半衰期的方

法并与经典的最小二乘法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5

非经典法的结果是 乙八一 6
5

>> ‘士

>
5

> >? 小时
,

经典法的结果是 0∀ 八 ≅ 6
5

>> 士 >
5

>> Α 小时
5

5

从图 !川 中得到启发
,

在分析某一放射性同位素的一组
”
个衰变实验数据以 获取

其最可几衰变常数 几
,

;或相应的半衰期 ≅ ∋: ΒΧ 礼< 中
,

选择若干个衰变常数值 几,
;Δ ≅

,

! ,

⋯
, , ,

⋯ <
,

计算并作图以得出一组天姚
‘对 Ε。 曲线

,

;Ε
。

一 Ε>< ;设 Ε。 ≅
Φ

>< 由小通过

该同位素的最可几寿期
Γ ,

二 Χ 礼 到大 ;如图 ! 【∀Η所示<
5

若所选 之‘由小通过 孟,

到大则曲

线形状由先高后低通过与
Ε 。

轴平行 ;在 又
8

附近 < 而过渡到先低后高
Γ5

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

并且在实验中
,

应在 公,

附近多选一些点
5

!
5

但由于统计涨落
,

测量条件的细微变化和探测器的不稳定性等
,

一般 反+ 右
‘
值在一

系列光滑曲线附近上下波动
,

因此
,

只靠观察曲线变化还不能很好地得到 礼
5

Ι
5

为了较好地得到 之
,

及其误差
,

采用以下方法
Γ
首先在一些近乎平行于

Ε。

轴的曲线

中
,

选择一个衰变常数最可几值的一次近似值 孔;∀< 及其相应的寿期朴;∀< ≅ ;礼;∀<<
一 , ,

然后
,

对 几‘值与 毛;∀< 很相近的一系列曲线进行如下处理
5

在
Ε。 一 叭;∀< 前后对称地取

若干点
,

总的时间间隔可约为 !叽; <
,

即前后各 ‘; <
,

并对这些点的 树示 值取平均值
,

作为其最可几值的一次近似 友矶Δ;∀<
,

这是为了尽量减少统计涨落
,

测量条件的细微变化和

探测器的不稳定性等的影响
5

将各侧量点的互呱 分别减去 丽沪 得 △,
,

它们一般可正

可负
5

将 ‘ 分为两或三组
,

以 Ε
。

ϑ 称;∀< 为前组 衅
, Ε

。

Κ 叽;∀< 为后组 △舒
, Ε。 ≅ 朴;∀<

为中组 △百Ε;∀<
,

前中组平均值为

;争
Γ Λ

合幼
·

<Χ;Μ 叶<
一 反

本文 ,  > 年 ! 月 ! 日收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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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组平均值为

Λ

合、
;∀<

丫;
八十

动
一瓦

这里 ‘和 ‘
汾别为
吧

和
吧

的测量点数 ,’≅ 般 ∋∀Κ 一 ‘”
‘

Ν Ν

?
5

观察随着 又, ,

鲜 和 对 的变化
5

一般当 又Ο ϑ 又
,

时
,

鲜 为正
,

△犷为 负 Φ 几Ο Κ 丸

时
,

则 瓦 为负
,

动 为正
‘

随着 两 的愈来愈接近于 几
,

Π瓦Π 和 Π及 ∋ 均愈来愈小
,

而

当 ! 、为 又
,

时
,

它们都接近于零
5

,

Α
5

这样的鉴别是明显而灵敏的
,

因此所得的 几
Φ

是可靠的
5

6
5

若放射性同位素样品很纯
,

当 又‘很接近于或等于 几
,

时
,

△畜的或正或负表现了放射

性测量的统计涨落
,

测量条件的细微变化和探测器的不稳定性等
5

对每组 戊 值分别进行

多次测量标准偏差计算得 。 一
∀Χ 了百 值

,

将它与 Π瓦Π 和 Π及 Θ 的平均值 瓦 进行比较
,

选择两个衰变常数 、, 和 Φ
“ ,

Ο Γ ϑ Γ
,

ϑ Γ
。 ,

使瓦 。 。 一
∀Χ 了万 。 瓦

,

则 、
,

的误差为

;几
, 一 礼< 和 ;又

,

一 礼<
5

;前者为负后者为正<
,

这是一种比较谨慎的处理
5

Ρ
5

关于 阮0= 的实验结果 Ε8
5

对表 ! 中 Σ∀ 一系列的 藕 Φ
,

瓦
、

和 习 及 。一了了百 值进行分析
,

发现当 0∀ 。 一 6
5

> > 6

小时
,

丽了
下 一 Α Ι Ι  ?“ 微微库仑

,

瓦 一
Ρ 微微库仑

,

酥 一 Ρ 微微库仑
,

Τ5 一
了

丫二 一 ΙΙ 微微库仑
5

当 0∀ 。 一 65 > > Ρ 小时
,

瓦
而 一 ”Ι Ι  ?6 微微库仑

,

瓦 一 !> 微

微库仑
,

及 一 一 !> 微微库仑
,

‘一
∀Χ 了百 一 Ι 微微库仑

5

通过对 瓦 和 习 值的内

插
,

得到 娜0= 的半衰期最可几值为 6
5

> > 6? Ρ 小时
,

并根据第 6 节中定误差的原则
,

得到其

半衰期为 几左 一 65 >> 6 土 >5 > >? 小时
,

它与经典的最小二乘法处理所得的 6
5

>> 士 >
5

>> , 小

时相当一致
5

虽然如此
,

但非经典法较之经典的最小二乘法有深一层的物理含义
5

二者

之间的细微差别仍将是今后细致研究的课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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