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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敏良  男  1974年3月2日生 陕西省人 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1996年毕业于长春光机学院光学物理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200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理学博士学位)。2004-现在在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工作，其中2005-2007年在东京大学核物理研究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 

招生专业：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研究方向：实验核物理 

主要工作与获得的成果： 

2006-2008：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Pt同位素链中的形状共存和演化”。基于日本原子力研究所的实验设备，先后建立了187Pt、188Pt和

189Pt核的高自旋态能级纲图。跟据实验结果撰写了5篇学术论文，2篇phys. Rev. C, 培养研究生3名； 

2007-2008：使用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研究了原子核形状相图，首次准确求解得到了原子核形状相变曲线和三相临界点，文章发表于Phys. 

Rev. C。使用角动量投影理论，发现在高K轴对称形变带奇奇核中也可以出现符号反转，文章发表于原子核物理评论第26卷的增刊； 

2008-现在：通过16O (82Se, p4n)和82Se (13C, 3n)反应布局了93Nb和92Zr核的高自旋能级。实验中进行了γ射线激发函数、γ射线单谱和γ-γ符合

测量，建立了93Nb和92Zr核能级纲图，在92Zr中新发现了5条γ射线和3个能级组成的高位正宇称分支。基于实验测量的γ跃迁各向异性，建议了

93Nb和92Zr高自旋能级的自旋值。实验新发现高位正宇称分支使93Nb和92Zr高自旋能级纲图非常好地符合能级结构相似性，完全可以用一个g9/2

价质子与92Zr高自旋能级耦合解释93Nb的能级结构。通常认为：93Nb和92Zr的低位正宇称能级由价质子占据g9/2轨道耦合d5/2价中子形成，高位

能级则是中子的g7/2激发。在价质子和中子分别占据(p1/2,g9/2)和 (d5/2,s1/2,d3/2,g7/2,h11/2)轨道下的传统壳模型计算无法解释93Nb和92Zr两个

高位正宇称分支，新发现的高位正宇称分支很可能涉及了质子38闭壳下f5/2和p3/2的激发。为此我们对N=52同中子数93Nb、92Zr、91Y、90Sr核

进行了π(p3/2,f5/2,p1/2,g9/2)和 ν(d5/2,s1/2,d3/2,g7/2,h11/2)组态空间下大规模壳模型计算。初次指认了93Nb和92Zr核质子38闭壳下f5/2和p3/2

激发形成的能级。相应文章正在撰写； 

2009-现在：从能级排斥的观点分析了48Cr晕带转动的成因，给出了对力和四极力在转动过程中扮演的脚色。首次根据核子在磁量子数空间的

几率分布，讨论了48Cr晕带形变的微观原因。相应的文章已投稿于Phys. Rev.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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