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 繁体 | RSS | 网站地图 | 收藏 | 邮箱 | 联系我们 

此此此此页页页页面上的面上的面上的面上的内内内内容需要容需要容需要容需要较较较较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Adobe Flash Player。。。。    

    首首首首页页页页 新新新新闻闻闻闻 机机机机构构构构 科科科科研研研研 院士院士院士院士 人才人才人才人才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 合作交流合作交流合作交流合作交流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传传传传播播播播 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专题专题专题专题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访谈访谈访谈访谈 视频视频视频视频 会会会会议议议议 党建党建党建党建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科研 > 科研进展

近物所近物所近物所近物所实现对实现对实现对实现对丰丰丰丰中子核中子核中子核中子核193193193193IrIrIrIr的高自旋的高自旋的高自旋的高自旋态态态态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文章来源：近代物理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1-06-03 【字号： 小  中  大 】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利用高纯锗探测阵列和非完全熔合反应机制，成功实现了对丰中子核193Ir的高

自旋态研究。 

过渡区核高自旋态能级结构一直是核结构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而对于丰中子核，由于弹靶组合的限制，其高

自旋态实验研究存在一定困难。近年来借助于大型及高效率的γ球探测陈列，利用裂变或转移反应，使丰中子核的

高自旋态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最近，近代物理所科研人员利用少量的高纯锗探测陈列，尝试利用非完全熔合反应机

制，研究了丰中子核193Ir的高自旋态能级结构。 

实验利用HI-13MV串列加速器的联合在束γ实验终端，选择弱束缚核7Li作为炮弹，利用非完全熔合192Os(7Li, 

α2n)反应，布居了193Ir核的高自旋态。基于实验测量结果，首次建立了基于质子h11/2同核异能态上的转动带结

构。实验结果如图所示。实验发现，此转动带表现出非常大的旋称劈裂。采用TRS理论方法，发现质子占据高j 

h11/2轨道会驱使核产生大的三轴形变，从而导致质子h11/2转动带发生大的旋称劈裂。结合已有数据，科研人员系统

研究了奇A核187-193Ir的质子h11/2带旋称劈裂。TRS模型计算结果表明，187-193Ir核质子h11/2转动带均具有大的三轴

形变，并且随着中子数的增加，三轴形变增大。这一理论计算结果能够定量解释实验所观测到的旋称劈裂幅度与中

子数相关性现象。通过与偶偶核芯形变的比较，认为质子占据高j h11/2轨道对核芯有强烈的γ形变驱动效应。 

研究成果在Physical Review C 83, 054323 (201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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