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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成了一个灵敏体积 ;� < = ��< = �> � ? ? ;
的带有大漂移空间的 多丝 正

比室
,

对于 ”−≅ 的 ,
6

 Α≅ 8 = 射线
,

能量分辨率 ΒΒ 多
6

可作为 ;一;< Α≅ 8 = 射线

的大面积高效率正 比探测器
6

一 引 言、 甲 6 卜」

多丝正比室和漂移室已经成为今天使用最广泛的带电粒子和 Χ 射线探测器之一 根

据不同的使用需要
,

很多类型的室应运而生闺
6

我们的室在 �� ? ? 厚的多丝正比室上增

加 � �< Δ 长的漂移空间
,

从而提高了对 Χ 射线的探测效率
,

扩展了探测能区
,

同时保持了

良好的能量分辨率
6

使用廉价的
6

( Ε
气

,

对于 ; Δ ;< Α≅8 的 = 射线
,

有较好的能Φ 分辨率
,

较高的探测效率和大的探测面积 Γ 如果改充 = 。气
,

则可把能区扩展至约 � << Α≅ 36

漂移空间的引人
,

也扩大了带电粒子和 Χ 射线电离产物空间分布的差异
,

并把这种空

间差异转化为输出脉冲时间特性的差异
,

为探测穿越辐射 9Φ0 ΗΙϑ Κ山
Ι 0Η Λ ΚΗ ΦΚ4 Ι

: 提供了很

有希望的新途径
6

二
、

结 构

多丝正比漂移室的结构如图 � 所示
6

下端是一个多丝正比室
6

阳极丝平面由直径

Β , 产? 的镀金钨丝以 Μ

Δ 间距均匀布列
,

每丝张力 ” 克
6

二个阴极丝平面和一个漂移场

丝平面均由直径 >� 产? 的镀金钨丝以 �
Δ 间距均匀布列

,

每丝张力为 �7< 克
6

有效长

度 ; Β <

Δ 的阴极丝与阳极丝垂直
,

漂移场丝和阳极丝平行
,

有效长度均为 �Β< ? ?
6

室的

有效探测面积为 ; �< = � �< ? ? 砰
6

二个阴极面与阳极面间距都是 !
Δ

,

漂移场丝平面与

相邻的阴极面间有 ��< ? ? 的漂移距离
6

在这个距离上四周每隔 Β <

Δ 有一个铜片环
,

各

环通以递减的负高压 Γ 电压值通过测试模拟电场实验选定
,

它使边缘电场的不均匀区域尽

可能地小
6

两端薄窗是涤纶薄膜
6

室的框架由环氧树脂玻璃纤维布板制成
,

具有良好的 电绝缘

性能和机械性能
6

板间接缝处用真空橡皮圈保证室的气密性
6

整个室用螺钉装配
,

可拆

本文 �  ! � 年 � 月 ;� 日收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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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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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多丝正比漂移室纵断面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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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工作于流气状态
,

气压略高于海平面大气压约 ∀ ( ;2 时
 

分别用下列两种工作气

体进行了性能测试 <

6 < ( 1 外 = 3 。十 ( ! ∃ 5 6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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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全能峰相应的输出脉冲幅度 3

与工作电压 + Ν2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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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高压 3 Θ 一 !
6

< Α3 加于漂移场丝上
6

漂移区电场强度为 ) Θ Δ <
6

朽 36
Ρ ? 一� ·

Δ
#尸

6

多丝正比室阴极电压 外
。 Δ 一 Β

6

朽 Δ 一 ;6 << Α8
6

测得 77 −≅ 的 7
6

Σ Α≅ 8 = 射线

能谱如图 Β 所示
6

用不同的输出电阻 +
,

对于不同的 3 ∀Ρ 测 , −≅ 能谱
,

得出能量分辨率

试−Τ # Υ : 与 8 ,Ρ 关系曲线如图 ;
,

,
6

Σ Α≅3 的全能峰相应的输出脉冲幅度# 与 外
。
的关

系曲线如图 Μ
6

由图 ; 可见
,

对于 76 Σ Α≅8 的 = 射线
,

本室可达到 ΒΒ 拓的能最分辨率
6

特别要指出由于本室的漂移距离较长
,

对工作气体纯度要求很高
,

不能混人负电性气

体9例如 . Ε
和 #刃:

6

对于上述 ( ,
Ο 两种工作气体

,

在上述漂移电场中的漂移速度分别

为 Μ
6

>Ρ? ς 娜 和 Β
6

Β Ρ ? ς禅
6

可以估算因
,

如果混人 �多氧气
,

则电子漂移 ��Ρ ? 将分别损失

掉 <6 Β 和 <
6

! 份额
6

实验中也明显地看到
,

每次刚开始通人工作气体时
,

输出脉冲幅度比

正常工作时小很多
,

能Φ 分辨率也很差
6

每次开始实验前必须大流量地通以工作气体相

当长一段时间
,

才能使室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这显然是由于停止工作期间室内外气压相

同
,

室内漏进了少里的 。Ε
和 #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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