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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在测量一个样品中某种放射性同位素在
<。
时刻下的原子数目时

,

只需精心选择测量其放射性的时刻于
<。后约该同位素的一个寿期 :6= 又;进行一

次或多次测量并计算
,

则由它的衰变常数 :劝 的不准确性而引进的误差可以被

降低到较小值
。

在核化学研究中
,

经常需要通过放射性的绝对测量
,

准确地测定在某一起始时刻 <# 下

:即照射结束;
,

在样品中某一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数目 , ‘ 但可观的误差可由那个同位

素的放射性衰变常数的不准确性而引进
,

特别是当衰变常数比 >  #一丫秒小许多或寿期

比 ?
7

∀ ≅ 65 ‘秒长许多时更是如此
7

然而
,

对于绝对测量
,

通过精心选择测量时刻
(。 ,

则那

个误差能减到可忽略的程度
7

设衰变常数的真值是 又,

它的实验测量值是 又 Α △又
,

△又是它的实验误差 :包括系统

的和非系统的
,

或是正或是负 ;
,

则在
6Β

时刻的放射性应该是 又,Χ
7

此处 ,Χ 是在
(。 时刻的

原子数目

,Χ Δ ,5
Ε
即 Φ一几:

Γ。 一 , 。
; Η

7

: ;

如果我们采用实验上测量的放射性 又,Χ 和 :又 Α △劝 来计算在 矽时刻的原子数目
,

则计

算值为
7 、 , Ι Ι Ι , ,

⋯
、 = 、 , , 6 。

二
。 、

又,ϑ
Ι Ι Ι , 。 = 、 , , 7 、

瞬 Δ 又从
Ε ≅ ∃ 「以 Α △劝:6,

一 翻; =: 几 Α △劝 Δ 一二竺旦Κ 以Λ 〔△又:< ,

一 <。; Μ :? ;
又 Α △又

由衰变常数的不准确性所引起的相对误差为

Δ ,二一 , 石 又
Ι Ι Ι , ,

,

Ν Δ 竺凡Κ Κ 二达 Δ 一Κ 二Κ Κ
7

“Λ 「△又:< ,

一 <。;  一 6Β

,# 几十 △又

如果我们相对于
, 。 时刻

,

对 护 求极小值
,

则我们得到

Ν Δ #
。

如果 △几《 兄和解方程 :钓
,

我们得到
<。 一 <。

近似等于 :又Α △又;
一 , ,

△劝
一 ,
代人 :Ο ; 中

,

则

:Ο ;

:斗;

把
Π。 一 <。 Δ :又 Α

Ν Δ 一 艺
卫二三:

7

止业一
7

、
”

二 一 生‘一竺三一丫一生‘一三立一
川 认 十 △又 = ? 镶 Α △几 = Ο 味 十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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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中
,

Ν
,

≅ Δ
△又

又 十 △又
和 1 Δ :几 Α △劝:

<。 一 <# ; 的对应值被列出
,

这里

Ν Δ :6 一 > ;。Λ :> 1 ; 一  
7

:∀ ;

由以上结朱得出如下结论
Β 通过对放射性绝对测量时刻的选择

,

即选择在 , 。时刻后
,

经过待测放射性同位素的约一个寿期的时间间隔
,

作放射性的绝对测量
,

则由衰变常数的

不准确性所引进的 ,# 的相对误差能够减少到小于 #
7

 务
,

即使衰变常数 的 实 验 误 差 达

表 ( Ν , > 和 1 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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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多这么高时
,

也是如此
7

:包括系统的和非系统的
,

或是正
,

或是负;
7

对于寿期在 Ο#

天到 ? 年之间的放射性同位素 :甚至到 年;
,

上面的要求是不难满足的
7

对于更长寿命

的核素
,

例如  Ο ℃Σ 和 飞
Π ,

选择 :
<。 一 <#; 值尽可能接近他们的寿期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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