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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 ∀,
> 推转模型对于 枷 质子对与中子对的转动排列效应对 . +9

三分叉现象的作用进行 了探讨
.

计算表明 . +9 三分叉中的两个回弯
,

主要是由

于 ? ≅ 盯; 和 . � 刃 ;
转动排列的结果

一

翻+9 核的转动惯量和转动频率 平方 关系图 中出现 的 三分叉现象山 <图 5=
,

6. ∀
.

∀咖ΑΒ4 Α
等。.Χ� 根据转动排列模型的计算认为其中的

7
带出现回弯是由于一对 ≅�:Δ 中子

转动排列所致
,

而 Ε 带出现回弯则是由于一对
·

枷质子转动排列所致
.

至于
‘
带

,

他们认

为是基态带
.

文〔ΦΓ 利用 6
.

∀
.

∀7 Η Ι5Β4Α 等比
ϑ�
提供的

。
带和

‘
带的约化电四极跃迁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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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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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动惯量和转动频率平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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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子对与中子对的转动排列效应

值
,

根据关于回弯机理的 搜
Κ 、

七 判据Λ/Γ ,

指出
‘
带是转动排列带

,

而
‘
带的  Μ 态则更可能

是属于形状相变带
.

但对于 Ε 带的属性
,

由于无 > <( Ν = 实验数据
,

未能说什么话
.

并建

议测量 ≅ 因子以进一步确定这些带的属性
.

看来
,

进一步从实验上和理论上探讨 . + 9
的

三分叉现象仍是有意义的
.

二

为了弄清图 � 中的
。
带和 Ε 带究竟是不是 骊 中子转动排 列带和 � �: Κ

质子转动排

列带
,

下面这些问题看来是应该首先加以研究的
Κ
气+ 9、

核中最外层的一对中子和一对质

子
,

是否能够填充到 蹄 的低口轨道上
,

从而有利于参与转动排列 Ο 这样轨道上的中子对

和质子对能够给出多大的排列角动量 ΙΒΑ 94 Λ8�
,

以及临界转动频率 . 少
“

值
,

能否大致和实

验相符
.

我们首先计算了 . +9 核的中子与质子的 )Ι 5ΧΧ 4Α 能级图
,

结果如图 ;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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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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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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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被 ∀ 7Η Ι5Β4 Α
等解释为

, ��:; 转动排列带的 � Τ Μ
<, � 8 ; =态到  Μ <Φ  ϑ  = 态的 > <( Ν=值

估算ΒΧΓ 的 几 值约为 Τ
.

� 一 Τ
.

;ς 考虑到 )如4Α 位中的形变参数 占Κ
和由电磁跃迁定下来

的形变参数 热之间的差别 〔�Γ ,

可得 <姚=
二7 Κ

、 Τ
.

;/
.

由图 ; 可见
,

在这样的大形变下
,

第

ϑ �
、 ϑ ;个质子和第 ϑ/

、

ϑ8 个中子是有可能填充到 ≅�Α
,

‘ Π 5: ; 轨道上的
,

从而是有利于

参与转动排列的
.

为了计算中子对和质子对的排列角
‘

动量 《。= 我们从 ∀ , > 推转模型
Λ�Τ6 出发

.

此时系统的哈密顿量可写为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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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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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
为费米面

.

由方程<;= 我们计算了准粒

子的本征谱 ( , <见图ϑ ,

只画出了中子
,

正能级的=及波函数 ∋ 二和 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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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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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得结果见表 %,

可见理论值和实验值是基本相符的
.

如文献 Λ� ; �
,

Λ �ϑΓ 所指出的
,

由于从实验能谱所确定的 Ι< 。= 值包含着转动排列以外的其它效应如 & ∋ ! 效应和形状

相变效应的贡献
.

而本文理论计算中形变参数和能隙参数。均是不随 。 改变的参数
,

因此

所得的 ΙΒ⊥ 9_ 可以认为只是转动排列的贡献
.

所以应该认为
,

表 %所给出的理论
方甸 Π Φ %∋

一资⎯9 ?

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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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Δ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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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实验值的大致符合表明
,

图 � 中的
7
带和 Ε 带所出现的回弯确实主要是由于处于

君到;
轨道上一对中子和一对质子转动排列所致

.

� �: Κ
轨道上的中子和质子的转动排列效应在整个 ∋ 、 ςΤ 区域的作用

,

看来是重要

的
.

在这个区域中
,

质子和中子处于同一大壳中
,

因此在一个核内同时出现不能忽视的中

子对和质子对转动排列现象是有可能的
.

我们用上节的方法计算了 ς8 χΖ
,

叹
Ζ, 即χΖ

, ’

Δ∃9
, ’ΦΧ9

以及 华Δ Α
的 Ι<24 = 值和 。

。

值以及互作用矩阵元 Ν 3 ,

列于表 ∀ 中
,

所用的形变为 占Κ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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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用实验奇偶质量差值
,

计算表明此参数的微小变化对 Ι
Κ ‘. 。 .

。户
9 “

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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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 �
.

由于这个区域的实验数据还比较少
,

无法定出比较准确的 偏
,

和 。妙
,

所以表 Α

中只列出理论值
.

由表可见
,

枷 中子对和质子对的排列角动量均比较大
.

因此值得从

理论上和实验上对其效应作进一步探讨
.

另外
,

本文计算中并未考虑
Α 一β 对关联

,

对于

轻核
,

这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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