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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回弯的一种可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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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
’戈 “ ’

器=
≅

∋Α 9Β Χ
带双 回弯现象的机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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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上川 观察到
’; ;= ≅ , ”�= ≅ , ’肠= Δ

这三个核 ∋Α 9ΒΕ 带的转动惯量和转动频 率 平 方

>了 Φ 。;

? 的关系如图  所示
,

出现了双回弯
2

第一个回弯出现在 �Γ 一 <Γ 之间
,

而第二

个回弯出现在 ∀ 十一  #Γ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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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规范空间〔; , 来分析这几个核的话
,

那么可以看出>图 ; ?
,

这三个同位素是处于

由接近球对称的形状向形变区的过渡区域
2

其它理论计算
〔习 也均指出这三个同位素的基

态是接近球对称的双谷态

—
位能面在扁椭球和长椭球两侧各存在一个位能极 小 的 谷

2

两个谷的深度接近相等
,

有的理论计算指出
”Μ
=≅ 的扁椭球的谷略深一点

〔�Ν ,

实验结果
『� 
倾

向于认为这三个同位素的基态是近球形的长椭球
2

从 , 社一 ;

ΓΟ , Μ十 , #Γ 的值看来这三个同

位素是相当软的
2

关于这几个同位素高 自旋态的约化 电四极跃迁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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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关于形状相变的判据−∀! ,

既然
‘#∀ . 。

在 ∀/ 0 ∃/ 这个回弯处 1 ∋ 2 , � 值强烈地偏离于 ! ,

有大的减速 ∋
3 ∗ 45 3 65 4 7 8 9 � 效应

,

那么如同
’%‘: ∗

和
’;∀2 3 那样

〔∀ , , ‘#‘. ∗ 的第一个回弯有可能

主要是由于形状相变所致
(

而且由于
‘##. < , ’#

叮
∗
两核在规范空间回弯图中出现的位置和

, #叮 ∗
相近

,

且位能面形状也是相似的
,

另外
,

如图 ! 所示
,

它们在普通空间的 了 = 砂 图

也十分相似
,

所以
,

我们估计
, ’## . ∗ , ‘# ∃

. ∗ 两核的第一个回弯也主要是由于形状相变所导

致
(

根据这些核在规范空间回弯图中的位置来分析4#> ,

由于旋转的效应
,

这三个核的形变

会随着 ? 值的增加有较大的增长
(

从  7 ≅Α Α8 9
能级图

「ΒΧ 来分析
,

第 ; ! ,

;# 个质子应填充

在 如。 轨道上
,

夕 一 上
,

这正是这个区域内的高 7 低夕轨道
,

受到的 < 837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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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核的最后一对中子是填充在不同的轨道上
,

但它们的第二个回弯均出现 在 Ε/ 、

! &/ 态左右
,

因此我们认为造成第二个回弯出现的主要原因不大可能是中子对而可能 是

处于 Φ Β! # , 夕 一 生 的满壳外的那一对质子的转动排列
(

值得指出的是
’,Γ∗ , Β ∃Γ∗ 两核的高自旋态也具有类似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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Ι 5 ϑ 7≅ 489 3ΑΧ 根据

如图 % 所示的能量二级差分图指出
,

它们的转晕带是由两次带交叉形成的
Κ
第一次是近

球形的基态带和具有较大形变的带的交叉
,

第二个是较大形变的带和转动排列带的交叉
(

亦即第一次转动惯量的突变是由于形状相变所致
,

而第二次突变是转动排列贡献的
(

如果在规范空间中作出 Γ∗ 的回弯图 ∋图 斗� 我们立即可以看到
九Γ∗ , ’∃Γ∗ 出现的 相对

位置和
’## . ∗ , , #∃ . ∗ , !#∀ . < 的相对位置是一样的

,

即均出现在从拐弯处到水平段
,

从 Ι Λ 同

位素的对回弯图
〔# ,
中可知

, ‘Ε∃, ‘Ε∀, ‘Ε

伙 Λ 出现的位置也是在水平段
Κ

而它们均是典型的由形



状相变导致回弯出现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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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支持我们上述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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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第一

个回弯的主要原因 应该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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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诸核

相似
,

也是形状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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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

也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

出如下看法
Χ 对于近单闭壳核如

Χ 1
& 。 >质子数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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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Β≅ >质子数近 ; ∀ ? 以及
,

厂Δ >质子数近 ∃的 来说
,

其

对回弯图中的上升段对应于球形核
,

而水平段
,

至少其

初始部分
,

对应于比较软的近球形的双谷态
,

这些核

的 ∋ Α9 ΒΕ 带的转动惯量出现突变
,

形状相变往往起着

重要的作用
2

对于上述论点
,

还可以提出一个论据
,

根据回弯机

制的可能判据7<Ν Χ

Η接近 Τ 转动排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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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较大 形状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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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时
, ;丈是和 Ω 带交叉的

Χ

带的 #Γ
,

;Γ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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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一 ;妇 的实验

值比 Τ#Ξ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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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一

些典型的由于转动排列而导致回弯出现的核
,

其 Ψ友
;

Ψ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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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以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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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的 ∋ Α9 ΒΕ

带的第一次转动惯量突变
,

可能确是来自形状相变
2

这个结论和 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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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能面存在多谷等情况而作出的判断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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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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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Ω 诸核所作的类比
,

支持了我们关于
’乙 ’执华= 6

:Α 9ΒΕ 带的双回弯

机制所作的可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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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指出
,

为了最终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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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核出现双回弯的机制

,

还有待于更多的实验事实
,

例如它们的 Π >, Μ , ;少Φ #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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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Φ ;力 以及整个回

弯区的 . >, Μ ?值和 Ω 因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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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着更丰富和更精确的实验数 据来 检验 上 述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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