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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 Χ 一∃ 势的平方作为光学势的实部
,

使理论计算的弹性散射和单质子转

移反应的微分截面与实验拟合的程度有所改善
5

有关
Δ & 十 ‘℃ 的散射和转移反应的实验数据已经发表得很多了

,

但至今尚未得到满

意的理论解释「习
5

本文用 Χ 一∃ 势的平方代替通常的 Χ
一Ε 势作为光学势的实部

,

对本所

发表的实验数据
〔幻进行了拟合

5

无论是对弹性散射角分布
,

还是单质子转移反应
,

理论与

实验拟合都有了改善
5

一
、

对弹性散射角分布的光学模型分析

从原理上来说
,

核子在原子核上的散射用普通的 Χ 一 势描述是合适的
,

那么重离子

之间的散射应当用折叠势描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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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ΔΦ Γ1
Η 等人用折叠势来描述光学模型实部 拟合

Δ & < 曳 的弹散角分布有了改善 ΙΦ
5

从数学上来说
,

Χ 一∃ 势的平方是比较接近 折叠 的

Χ 一 势的
,

但简化了计算工作
,

因此
,

我们对平方势进行了尝试
5

我们所用的光学势 : Α
,

Β是核势 : 武
,

Β与库仑势 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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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弹核与靶核的电荷数和质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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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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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川 ΟΝ < + 护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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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学势中总共包括八个可调参数

本文  6 年 Ψ 月 Ν 日收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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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Λ

,

即通常的 ? 一Ε 势
, , Λ 8 时

,

则为 ? 一 势的

平方
5

另外
,

我们用

答
尤 ‘

Λ — 8
,

( 宝胃

来衡最理论与实验角分布拟合程度
,

其中 [3 《−
,

几ΤΑ ΞΒ 分别表示理论和实验的截面值
,

△几
Κ

Α− 为实验值的绝对误差
,

( 为总的测量点数
5

我们根据 护 是否为极小值来判断最

佳拟合
5

我们以前文山最佳的普通 Χ 一 势为出发点
,

在要求核势形状在表面部分相近的前提

下
,

挑选了几组参数初值
,

使用自动调参的通用光学模型程序囚获得了三组较佳的 Χ 一Ε

平方势的参数 Α表 Β
5

由表 可见
,

平方势与普通的 ?
= Ε 势相比

,

妙 有了相当的下降
5

另外从角分布的形状来看 Α图 Β
,

由平方势得到的理论曲线在大角度的拟合程度上与普

通势相比有所改善
5

值得注意的是 Κ 如果我们把这四组参数对应的核势实部划在同一张图上 Α图 8Β
,

可

以看出
,

它们大体上在 ∴
5

Ε]Γ 处通过一个公共点Α但并不严格在此处相交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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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0 12 3 4 ‘,
5 6 ”5 弹性散射分布

表示数据 7曲线为计算结果 7 &8∃
,

& 9 ∃
,

&:∃
,

& ; ∃ 分别

表示光学参数组 < ∋ ∋
、

=> ?
、

< ) ?
、

< ≅ ? &见表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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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拟合弹散所用的光学模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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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四组光学势实部
,

图中曲线的编号与表 Α 中编号相同

对单质子转移反应
‘> 5 十 ‘, 5、 , ‘Θ 6 ‘, Ρ 的

实验微分截面进行 Σ Τ Υ 一 ς Ω Θ Λ 分析

弓‘图一

.

如前文切所述
,

测得的匆 的能谱包含有
‘ΑΘ 基态 & )  0一∃ 和 0 ∋ 0 ≅ 23 4 & Α 0 Ξ

∃荃的第一

激发态的贡献 但由文献 〔∋# 可知
,

第一激发态的贡献要比基态的贡献小一个Ν 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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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射粒子 ” ( 的微分截面

5 表示实验点 Σ曲线表示计算结果 Σ ΑΦΒ 系

普通 Χ
一Ε 势 Σ Α8 Β 系 Χ

一Ε 平方势

此
,
在理论分析时

,

仅就基态分析还是近似可

行的
5

计算 弋 < 曳 单质子转移反应的微分

截面
,

反冲效应是不可以忽略的
5

所以
,

我们

采取了精确有限程的
、

考虑到反冲效应的扭曲

波玻恩近似程序
5

这个程序主要是参照了 .
5

.

Λ
ΗΩ 等人 ΙΨ 的公式系统

,

在徐邦清等人 Ι 的

初步程序框架上进一步编制成的
5

为了比较平方势和通常 ? 一 势的效果
,

我

们选用了一组平方势 ΑΨ Β 和 普通的 Χ一 势

ΑΦΒ 分别计算出单质子转移反应中出射粒子的

微分截面
5

选用势 Α劝 的原因是它的形状与势

ΑΦΒ 比较接近
5

计算结果表示在图 Ν 中
,

理论

曲线乘上了一个理论光谱因子
5

7 Ψ
,

此外
,

再

无其他可调参数
5

由图可见
,

就微分截面的理

论拟合而论
,

平方势的效果
,

无论从绝对大小
,

或从曲线形状来看都优于通常的 ? 一 势的 计

算结果
5

本工作是在吉林大学物理系吴式枢教授指

导下进行的
,

作者谨致谢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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