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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部分熔合机制
,

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
,

说明为什么在入射能量稍

高于库仑位垒的
’

℃ : 幼<= 反应中
2
<≅ 转移儿率较大

, “
转移几率却儿乎可以忽

略Α%5
2

如前文所述
07ΒΒ

Χ, ,

我们已经从实验上观察到在 ( Δ Ε Φ4 一ΓΗ Ι≅ϑ 的能区内
,

下列过

程有较大的截面
’

℃ : 期< =

一
Χ‘Γ,Κ : Λ

ΜΝ
Ο

土‘一 孔

Π,Κ 一
777 ∋9

,

并用半经典理论
,

按照
∃
<≅ 准弹性转移的图象

,

计算得到出射
。
粒子的相对微分能谱和角

分布与实验结果相符
2

不过
,

为什么
“
<≅ 转移截面会有这么大 >Ε Η; Θ Ρ?

,

与此同时
, “
转

移截面则几乎观察不到>小于 � Θ Ρ?
,

这个原因尚未弄清楚
2

我们注意到
,

转移后生成的

余核是一个处于高激发态的复合核
2

本文就是企图从复合核的形成条件来半定量地解释

这个问题
2

我们所分析的过程是经过大块核物质的转移>比如说
, “< ≅

转移?
,

而后形成了

复合核>比如
Χ �Γ
,Κ ?

2

因此
,

转移
“
<≅ 和转移

“
的竞争

,

其第二阶段可以理解为 曳: 期<= 反

应准弹性分波区域内
2 < ≅
和

。
粒子分别与 柳 <= 发生熔合的竞争过程

2

所以
,

我们需要分

析三种熔合过程
,

即 Δ 6 & 十 期<=
, “< ≅ : 期<=

, 。 : 朋<= 的熔合过程
2

首先
,

我们根据 ) ΣΦ 等人的计算
〔ΗΤ ,

找到
‘℃ : 期<=

, 吕<≅ : 期< =两系统的熔合半径参

数

勺6 Δ Ε ∗ , 6Π Υ> ∋7 7ΥΗ : ∋尸?
,

分别为 �
2

ΗΓ ςΘ
,

�
2

4 ςΘ
2

然后定出熔合半径 ∗ ,9ΩΠ 分别

为 � �
2

Χ Φ ςΘ
,

� �
2

Π3 ςΘ
2

再按照 Ξ ΚΛ ΨΨ≅ 和 ) =Ζ 模型 Α咭Τ求出熔合位垒

1 , 6 Π Ε
Χ �Χ Χ ; Χ

, 。

>∋
7 ,月 : ∋ Ν , ΥΗ ? : 召 : [

∴ Χ ΖΝ Ν≅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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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 。 ] �

2

�Φ〔Θ
, 。 ] 一4 ςΘ

2

对于 叱 : 翔<= 系统
,

我们取 [ Ε �一ςΘ
,

以保证与实

验数据相符
,

对于
吕
<≅ : 切<= 系统

,

我们取 [ 一 7
2

ΓςΘ
,

以保持这两个系统 ∗ ,6 Δ
之差与 ∗ 山

本文 �� 8 ; 年 � � 月 Χ Χ 日收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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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相近
2

这样定出熔合位垒分别为  � Ι≅ ϑ 和 Η 8
2

Γ Ι≅ ϑ
2

另外
,

再用临界距离方法9 Τ ,

得

到高能区熔合反应的激发函数
,

结果如图 � 所示
2

。 粒子非重离子
,

上述求熔合反应激发函数方法不完全适用
2

我们采用锐截止模型

由实验数据直接提取 ∗ 、Δ
和 1 ,6 Π

>图 Χ ?
2

结果分别为 Δ �
2

Φ Χ ςΘ
,

ΧΧ 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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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里, 2 3 盆。, 4 5 和

“4 / 3 , 6 , 4 5 系统

全熔合截面 ∀7+ , % 的激发曲线
。

实

线表示理论值

3 表示实验值“ ,

//
) , + 3 8 6 , 4 5 9

—
, 4 / 3 , 6 ,

4 5

图  “ 十 ’。,

班 系统复合核反应截面

位+ , % 的激发曲线
,

实线

表示拟合理论值

中 表示实验复合核反应截面
「‘’9

▲ 表示实验反应全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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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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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 的 Η。 结构

,

以及准弹性转移过程的轨道保持效应
,

与维辛斯基一样ΑΛ�
,

我们

假定 Δ ’

℃ 分裂时
, “< 。和

“
各分得 Χ Υ Η ,

7ΥΗ 的 曳 的动能
,

因而各分得 Χ Υ Η
、

7Υ Η 的
‘

℃ 的

角动量
2

于是
,

我们就可以用
。& 的动能和角动量为坐标

,

在同一张图上把这三种熔合反

应的竟争情况表现出来 >图 Η?
2

部分熔合反应属于准弹性过程
,

只能在人射道分波 7_2 >

7 ⎯ 7乡 区域中发生
2

此处
,

�Σ
,

表示人射道的擦边角动量
2

因此
,

由图 Η 我们可以进一步

估计出在这个能区中
, “< ≅

转移反应与
“
转移反应最大可能的激发 函 数 >图叻

2

图 4 表

明
,

·

从反应阑以上即可能发生
“
<≅ 转移反应

,

但
“
转移反应必须在 ( 。

2

Ι Ε ΓΗ Ι ≅ϑ 以上才

能发生
,

这个结论是与实验结果相符
2

此外
,

理论估计的激发函数上限与实验数据也不矛

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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