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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物理 研 究室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
,

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我

所开展重离子物理研究
4

自 � �  < 年年中以来
,

我们就着手在这一领域进行一项研究规划
4

首先
,

作为研究规划的一部分
,

把一台通用的 �
4

, 米迥旋加速器的磁场进行了重新垫补
,

改进了离子源系统
,

使之能加速重离子
4

� �  = 年初
,

加速器投入运行
,

碳
、

氮和氧离子能

量分别达到  =
、

 � 和 >? ≅6 5 ,

外靶束流对碳约为 < 粒子微安
,

氮和氧的束流强度约比碳

低一个数量级
4

从 ��  = 年起
,

在这台加速器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初步实验
,

某些典型结果

如下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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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氦气喷咀反冲靶室和叠层箔技术
,

通过 :∀ 3 ,
Β 的 反应测定了 &Χ

、

(Δ 和,7 的一

系列缺中子同位素
4

近期
,

用 ( 0Ε 8 Φ ΓΗ 一  Η ≅6 1 ’

℃束轰击
< Η� Ιϑ 靶

,

仔细地研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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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ϑ 系统
,

反应产生的 ,9 和 ∋Λ 同位素的激发函数分别见图 � 和图 < ,

它显示了复合核蒸

发中子反应的典型特性 :,9
, ’�

Η∋ Λ , 即伙−
,

与此同时
,

其中之一也观察到了较大的多核子转

移截面 :
Μ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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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加,∋ Λ 和

’

33∋
Λ 曲线的低能尾部外

,

我们的结果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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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Ε 记Ε:Ρ ; 进行的类似工作的结果是一

致的
,

我们实验中 劝伙Λ
和

’33∋ Λ 曲线的低能尾巴可能是由于靶子沾污而产生的
4

我们也研究了入射能量稍高于库仑位垒或接近库仑位垒时
,

同一炮弹一靶子系统发

射的
。
粒子:=;

,

从能谱
、

角分布和激发函数的形状来看
,

可用
。

Ι6 集团从入射粒子转移到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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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ϑ 产生的 ∋Λ 同位素的激发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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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中去的反应机制来解释
4

这与法国的一个研究组
Τ 〕用

反冲技术测量余核方法研究同一反应所 提 出的
’�斗7 ,9

和 <� 认Λ 的产生机制是一致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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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靶核
,

用云母做探测器测得的裂变碎片 角 分布
4

从角分布推出来的鞍点核形状:以 Υ9 主ς

Ω Υ6
ΧΧ
表之;同液

滴模型理论预言的比较以及其他人所得 结果 见 图 ?
4

实验确认了前人的工作
,

证实了实验技术是可靠
、

适用

的
4

=
4

应用上面提到的相同的技术
「

:云母径迹探测器;

测
‘

量了具有足够反冲能的剩余核的截面 Ξ 从在显微镜

中观察到的斑点形状
。

可以容易地区分裂变碎片和反

冲核
,

因此
,

两者截面都可以确定
4

例如
,

我们 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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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和我们侧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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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截面的比较见表 �4

图 = 裂变碎片在质心系统中的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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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裂变核鞍点有效转动惯量与可裂变参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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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改善实验精度后
,

这样的比较可以指导我们研究反应机制或找寻在我们实

验测量中尚未测到的反应道
−

.
−

在这台加速器上只能进行为数有限的需要分开能级的散射和转移反应实验
−

测量

了 /. 一% ∃ ) ∗ 0 ’

℃ 在
’

,12 3 上的弹性散射角分布
,

%4
−

# ) ∗ 0 的实验数据及光学模型计算结

果见图 ,
−

图 / 和图 % 是同一入射能量的
‘℃一

∀4 5 弹性散射和非弹性散射的角分布
−

用

含  和不含  吸收项的两组光学模型势对弹性散射实验值做了符合计算
−

所用参数列于

表 4
−

对
‘℃ 6

’,1 23 和 75 8 成 .,
“

的 ’℃ 6 ‘

℃ 反应
,

符合结果较好
−

由于计算主要在于获

得我们自己的计算机程序
,

未进一步改进符合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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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方面
,

用经典方法研究了原子核碰撞过程中的宏观特性川 及开展高自旋态中

Φ >Β ΑΓ 带附近能级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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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散射角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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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实验和理论工作的 目的主要在于检验我们的全部实验设备和探测器系统以

及培训实验和理论研究人员
4

我们认为几个研究组联合作战
,

用各种实验技术和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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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对少数炮弹
—

靶子系统进行广泛的研究是很有意又的
4

它有助于参加工作的同

志在开始独立从事某些专门课题研究之前对重离子核反应这一领域获得一 个完整 的 概

念
,

也有助于培养工作中的团结协作精神
4

有关建造新的实验装置和开展理论研究的进

一步发展规划正在拟订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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