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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用 蜘0< 源的衰变实验证明了= 在测量一个样品中在 ;。时的一种放射

性同位素的原子数时只需精心选择一次或多次测量其放射性的时刻在 , 。后约该

同位素的一个寿期 89 >劝
,

并进行计算
,

则由它的衰变常数 8功 或其半衰期

80 。: 的不准确性而引进的误差可以被降低到较小值
5

 
5

当通过放射性的绝对测量来测定某一起始时刻 ;。 下该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数 目

+? 时
,

其+? 的误差来源
,

除来自统计性等外
,

还来自它的衰变常数 三的不准确性
5

我们在文献【9≅ 中已阐明了通过对放射性绝对测量中测最时刻的精心选择
,

即选择在

,? 后约一个寿期 式  > 又:的时刻进行一次或多次放射性的绝对侧量
,

并由此推算到 , 。,

则

可大大降低由 几的不准确性而引进的对 +? 的准确度的影响
5

从文献〔 Α 中的计算数据可

清楚地看到
,

即使衰变常数 几的实验误差达到 士呼务这么高时
,

但由 几的不准确性带给 + 。

的相对误差可小到 士 ?
5

 多以下
5

Β
5

若我们在一系列测量时刻 ‘8
‘ Χ 9

, Β ,

⋯ : 下
,

对某一放射性同位素样品进行放

射性衰变测最
,

分析数据
,

可 以得到衰变常数的最可几值 孟,

或其一次近似值 礼8 :
5

把各

个 ;< 值以及与之对应的放射性计数率 )
。

值代人公式 89: 中
,

桃
一
李 ΔΕ Φ Γ Η ‘8, 。 一 , 。: ≅

5

几矛
8 :

这里
, 几‘为在 = ,

附近任选的衰变常数值
,

及为探侧效率
,

瞬 为以 ) ‘ , 几、和 ,< 计算得出的

在
;。
8设 ;。 二 ?: 时的原子数目

5

在某一给定的衰变常数 几‘下
,

便可求出一组对应的 及蛛
值来

5

如果我们在 又,

或 毛89: 上下 士 Ι多 的范围内
,

选择若千个不同的 几,
值 8ϑ Χ 9

,

Β
,

⋯
, , ,

⋯
,

砂
,

根据公式 89: 计算友+ϑ 值
,

则对每一个 几‘值
,

都有一组 搜呱 值与之对

本文  ! ∀ ? 年  Β 月 Β! 日收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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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

我们把测量时刻 ‘作为横坐标
,

及聪值作为纵坐标作图
,

则对应每个  ‘值
,

都可得到

一条 互+∀ϑ 一‘ 曲线
,

根据文献 Γ   的结论
,

不管选择其中的哪个 几,
值

,

在 8‘一 , ?: 为寿期

几89> 为: 时
,

所得到的 左肠 值相差较小
5

这里 +Κ?, 为以 )
, ,

8在 Κ , Χ 9> 几,
时的放射性计

数率:
, 孟,
与 , ‘计算得出的在 , 。时的原子数目

5

因此
,

各条 灭屿一
, ,

曲线必然在横坐标为

寿期 了,
附近处与 搜叽一

‘ 曲线相交
5

Λ
5

做为一个验证的例子
,

采用 Ι ,  型电离室井
,

对放化纯加0< 进行放射性衰变测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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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列于表  
,

并作图  
5

放化纯的 知0< 从 蜘0<
“

发生器
”

8母体 钧Μ6
衰变产生: 中得

到
,

源强约 Λ 毫居里
,

通过测量 丫射线产生的电离电流
,

得到 ) ;8单位为微微安培
,

即  ? Ν Β

安培:。
,

用最小二乘法分析数据得出最可 几 孟,

8经典:为 ?
5

??  ! Β Β叼分
5

8, ,

Χ  > 几
,

Χ

Β ?
5

Β 分:在 孟,

上下约 土 Ι 关 的范围内
,

选择了若千个不同的 之‘值
,

其相应的半衰期值为

0 洲。 Χ ∋Ο Β >  
, ,

来计算对应的 天+乱值。 ,

结果给在表 Β 和图 Β 中
5

当所取的衰变常数为 之,

或很接近于 几=

时次+命一, ‘8ϑ‘
,

: 曲线在统计误差范围内为

一平行于 ‘轴的直线
,

即用在任何一点 ‘所测的数据计算在 , 。时的原子数 目与 互的乘积

将得出很接近的结果
,

并接近其最可几值
5

但若 孟,
偏离 三,

时 8正或负: 则 灸叽一;; 曲线

明显显示由低到高或由高到低的趋势
,

而在
, ‘

为 姗0< 的 Κ Η 二 9> 尧
,
附近与上面的平行

直线相交
5

这说明若 之‘偏离 之,

值
,

用某一 ;; 所测的数据计算在 , 。时的原子数目与 及的

乘积随着 ,< 的不同而不同
,

偏离最可几值有大有小
,

只有在 心为 了, Χ  > 之,
附近时

,

才与

最可几值很为接近
5

换言之
,

只有当用 ‘ 接近为 , ,
时所侧数据进行计算

,

则即使 三,

值偏

离 孟,

较大 8如 土 Ι买:
,

所得在 ;。时的原子数目与 友的乘积仍然与最可几值很为接近8误

差在 ?
5

 沁左右:
5

从表 Β 中可以看到
,

若用 /
<

ΔΔ , ?: 分别为 ?  
5

Β 分
,

, Β?
5

分8最可几寿期的一次近似:

和 Ι ?
5

Π 分时所测的数据和半衰期分别为
5

Π? 小时8比 5 ?? 小时约小 Ι 5Β 多:
,
5 ?? 小

时和 5 Β ? 小时8比
5

?? 小时约大 Ι
5

 多:进行计算
,

则所得的在 ;? 时的原子数目与 反的

乘积分别为 Λ Ι  Β 、 Λ Ι ? ! ! 8最可几值为 Λ Λ ∀ Ι 见表 Β :和 Λ Λ 微微库仑
5

前
、

中和

后项分别比最可几值大 ?
5

? 沁
、

大 。
5

? 务和小 ?
5

? 务
,

此值包括由衰变常数的不准确性

引人的误差以及由统计涨落
、

测量条件的细微差别和仪器的不稳定性等引人的误差
5

这

与文献【9≅ 中所预计的完全一致
5

表  ”
叮

<

的 Θ 衰变侧; 橄据

000
‘‘

Ρ】】⋯
0 ··

∋∋∋ 0
‘‘

∋∋∋

888分::: 8微微安培 ,
ΣΣΣΡΡΡ

8微微安培::: 8分::: 8微微安培:::

???
5

???  Π
5

? ! ΙΙΙ Ι ?
5 一 气

Π !!!!!!!!!
5

 ! ? ∀∀∀

?
5

ΛΛΛ  
5

Β? Ι ∀  
5

???
5

Π ∀ ! Β ?
‘

Ι
5

Β Β ∀∀∀

   Β  
5

!!!  Λ
5

Λ !!! ?  
5

ΒΒΒ
5

Λ Ι ΙΙΙ ∀ ?
5

ΠΠΠ Λ
5

Π

   ∀?
5

ΒΒΒ  Β
5

? !    Β ?
5 5

Β! ?ΛΛΛ ∀ ? ?
5

∀∀∀ Λ
5

Β Λ ???

ΒΒΒ Ι ?
5

ΒΒΒ  ?
5

Π ??? Ι ?
5

,,
5

? ?ΛΛΛ ∀ ?
5

∀∀∀ Β
5

!   

ΛΛΛ‘?
5

∀
、

∀ Β!!!  
5 5

∀  Λ ΠΠΠ ! Β ?
5

!!! Β
5

!

ΙΙΙ Β ?
5 ,,

Π
5

 ΠΠΠ ∀?
5

‘‘
5

! ! ΛΛΛ ! ∀  
5

??? Β
5

Λ      

ΙΙΙ Ι ? !!! Π
5

Λ Λ ΛΛΛ ? ?
5

ΠΠΠ
5

Λ ∀     ?Ι  
5

     

9: 单位用微微库仑表示
,

∋微微库仑相当于
5

Β Ι  丫  Τ , 一 个放射性原子
5

 微微安培则相当于
5

ΒΙ巧 丫

 ? ‘Υ一 衰变>秒
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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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吕
‘

Χ Χ Χ
Χ 一

士

表 Β

5

Β ?

非经典法的数据处理结果

5

 ? ‘
5

? ?
5

? Λ ?
5

? Β ?
5

?  ,

’·

8分: Χ
、

丈飞ς
?

5

? 斗∀ ∀ Β
5

Λ Π  Β
5

Λ Ι?  !
,

?
5

Λ  Π !
5

Λ  ? !
5

 Β  
5

!

 ∀ ?
5

Β

? Β
5

Λ !  !
5

Λ Λ Λ 了
。

Λ Ι Λ石
。

Ι Π  Ι
5

Λ ! !
5

Β呼?
5

Β Ι斗Ι ∀!
5

Λ Ι ∀ ∀
5

Λ ?
。

Ι Β?
5

Ι Β ΠΠ
5

Λ !  
5

Λ Π ∀Π Β
5

Ι ? ? Ι
5

Ι Λ !  
5

Ι Λ Π Λ Β
5

Ι  ΠΠ ∀
5

Λ ! !
5

Λ ! Π  Ι
5

Λ ! ! Π
5

Λ Ι Β   
。

Ι Ι ?
5

! Λ Π ! ?
5

Λ Ι ! 9;
5

Λ ∀
5

Λ Ι Λ  ?
5

Λ  ∀ Π
。

Λ Π Λ
。

Λ Ι斗∀ ∀
5

Λ Λ
5

Λ Β ∀ ∀ Λ
。

Λ Λ ‘?
5

Λ Ι Λ  
。

Λ Β !  
5

Λ  ? Β
。

Λ Ι Β Λ  
5

Λ Λ Β ?
5

Λ Λ Β ∀Λ
5

Λ Β Β Π !
5

Λ   Ι
5

Λ  ∀  
5

Λ ? Λ Β
5

Β Π Β Ι ∀
5

Β ?  
5

Β Ι  ?
5

Β Λ Ι Ι Π
5

Β  Π !
5

Λ Ι  ?
5

Λ Ι Π
5

Λ斗 ? ∀
5

Λ Λ ∀Λ ?
5

Λ  Π‘
5

Λ ? ! Β
‘

Λ ?  Λ
5

Β ∀ ?Π  
5

Β Λ ?Π ∀
5

 ! ! Π ?
5

 ∀牛∀ 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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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Β 8Ω :

琳琳奋扮
:::

5

?  ???
5

?? 夕夕
5

? ?
5

? ?
5

? ? ???
5

! !

““ 8分: Χ
一

、

之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
5

??? Λ Λ Π
555

Λ Λ Λ? ∀
555

Λ Λ Β Β ?
555

Λ Λ  Λ  
555

Λ Β ∀ Π
555

Λ Β Β斗Λ
555

?
。

ΛΛΛ Λ Β ! 夕Λ
555

Λ Β ΠΛ ∀
555

Λ Β !
555

Λ Β ∀  
555

Λ Β  ∀!
555

Λ  Π ! Π
555

   Β  
5

!!! Λ Ι  !
555

Λ Λ ! ! Β
。。

Λ Λ ! Β Ι
555

Λ Λ ∀
555

ΛΛ  
555

Λ Λ  Π
555

   ∀ ?
5

ΒΒΒ Λ Λ Λ
555

Λ Λ Ι Β
555

Λ Λ Ι ?斗
555

Λ Λ Λ Ι
。。

Λ Λ ?
555

Λ Β Π‘
555

ΒΒΒ 斗?
5

ΒΒΒ Λ Β! Ι
555

Λ Β ∀ ? Λ
。。

ΛΒ Π
。。

Λ Β Π ? ∀
。。

Λ ΒΙ !
555

Λ Β ΒΛ  
555

ΛΛΛ‘?
5

Λ ∀  
555

Λ Π Λ Ι
555

Λ Π ? Π
555

Λ Π !
555

Λ Ι Λ
,,

Λ 斗?
555

呀呀Β ?
5

ΛΛ Β Λ
555

Λ Λ Ι Π Β
555

Λ洲
555

Λ抖Λ ∀
。。

ΛΛ Λ Λ
555

Λ Λ Β !
555

呼呼Ι ?
5

!!! Λ ΙΛ ?
555

Λ Ι Λ Β ?
。。

Λ Ι Λ ?
555

Λ Ι Β ! Λ
555

Λ Ι Β Β
555

Λ Ι  ∀
555

ΙΙΙ ?
5

ΛΛ ∀ !Λ
555

Λ Λ ∀ Β
555

Λ Λ ∀ Β
555

Λ Λ ∀ Ι Β
555

Λ Λ夕!  
555

Λ Λ Π Ι  
555

斗斗∀  
5

??? Λ ΙΒ Λ Β
555

Λ Ι Β  Β
。。

Λ Ι Β ?
555

Λ Ι  ! ∀
555

Λ Ι  
555

Λ呼 Λ Λ
555

?  
5

ΒΒΒ Λ Ι  
555

Λ朽Ξ
555

Λ朽? Λ
555

Λ Ι ? ?
555

Λ Ι Ι ∀Ι
555

Λ Ι Ι !
555

Β ?
5

ΛΙ ? ! ∀
555

Λ Ι ? ! !
555

Λ呼? ! !
555

Λ咯? ! !
555

Λ Ι  ? ?
。。

Λ Ι  ?  
555

Ι ?
5

ΠΠΠ Λ Λ! Π
555

Λ Λ !‘∀
。。

Λ Λ ! Π  
555

Λ Λ ! Π ,
。。

Λ Λ ! ! Λ
555

Λ Ι ?   
555

‘ 
5

Λ Ι  ? !
555

Λ Ι  Λ ?
555

Λ Ι  Λ夕
555

Λ呼 Ι Ι
555

Λ Ι  ∀ ?
。。

Λ Ι Β  Π
555

∀ ?
5

Λ Λ 呼‘
555

Λ Λ ΠΠ
555

Λ Λ ∀ ,
555

Λ Λ ! ∀
555

Λ Λ ?
555

Λ Λ , ? Λ
555

? ?
5

ΠΠΠ Λ Λ Λ Ι !
555

ΛΛ Λ , ?
。。

Λ ΛΙ ?斗
555

Λ Λ Ι  ∀
555

Λ Λ Ι ∀ Π
555

Λ Λ Π
555

‘‘Β ?
5

Λ呼?呼!
555

Λ Ι  ?  
555

Λ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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