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
!"

卷第
#

期 原 子 能 科 学 技 术
$%&'!"

!

(%'#

!

"))*

年
#

月
+,%-./0123

45

6/.21/271892/:1%&%

45

;7

5

"))*

国产
9#35'

中子源能量低于
>@EJ'T

中子

所占份额的实验测定

陈金象!朱 培!李永明!刘镇洲!张国辉
"北京大学 物理学院 重离子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

#

摘要!本工作提出了测定
+-?N2

中子源发射的能量低于
<'#;2$

中子所占份额的
<

种实用实验方法$

用
!'!=*;2$

#

射线伴随的飞行时间法测量了中子源的局部中子谱"

$

<

群中子#$通过已准确测量的

中子源发射
!'!=*;2$

#

射线与中子强度的比值"

AgA

#

%

=

1

#和
$

<

群中子谱与测量的能量为
<'#;2$

以上中子总谱在
='";2$

能量处归一后的面积比值!求得国产
+-?N2

中子源能量低于
<'#;2$

中子

的所占份额为"

<I'<h<'I

#

_

$

关键词!

"!<

+-?

I

N2

中子源'中子能谱'飞行时间法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志码!

+

!!!

文章编号!

<)))?HI=<

"

"))*

#

)#?)!>#?)H

GH

$

'(0#')&6*M'&'(#0)6&0")".7(68&0")".P'%&(")-

5'*"<>@EJ'T."(9#35'P'%&(")+"%(8'

BW0(P.1?a.71

4

!

eWM@2.

!

AGR%1

4

?-.1

4

!

AGMe:21?]:%K

!

eW+(QQK%?:K.

"

L*

3

I%E+1%(+1

3

+

,

;*%M

3

&+$4"

3

'#/'

!

N#$#'(1

3

+

,

0<)/%(#+$

!

4*D#$

2

O$#M*1'#(

3

!

7*#

:

#$

2

<))*><

!

!"#$%

#

9:-&(68&

(

!

+

V

37/,./7&-2,:%8U%32a

V

23.-21,7&&

5

82,23-.1.1

4

,:2U37/,.%1%U12K,3%1F

C2&%E<'#;2$U%3,:2+-?N212K,3%1F%K3/2.F82F/3.C28'9:2

V

73,.7&12K,3%1F

V

2/?

,3K-

"

,:2$

<

4

3%K

V

#

E7F-27FK328C

5

,.-2%UU&.

4

:,7//%-

V

71.28E.,:,:2!'!=*;2$

#

?

37

5

'9:2U37/,.%1%U12K,3%1FC2&%E<'#;2$E7F823.T28U3%-,:2!'!=*;2$

#

?37

5

,%

,%,7&12K,3%137,.%718,:237,.%%U,:27327%U,:2$

<

4

3%K

V

F

V

2/,3K-,%,:2-27FK328

,%,7&F

V

2/,3K-7C%T2<'#;2$1%3-7&.]287,,:2

V

27X1273='";2$'9:2U37/,.%1%U

12K,3%1FE.,:2123

4

.2FC2&%E<'#;2$7-%K1,F,%

"

<I'<h<'I

#

_U%3,:2B:.12F2?-782

+-?N212K,3%1F%K3/2'

;'

,

<"(=-

(

+-?N212K,3%1F%K3/2

'

12K,3%1F

V

2/,3K-

'

,.-2?%U?U&.

4

:,

收稿日期!

"))>?)H?)<

'修回日期!

"))>?)I?)=

作者简介!陈金象"

<I!>

)#!男!福建莆田人!教授!原子核物理专业

!!

+-?N2

中子源在刻度中子剂量仪表中被

广泛使用$由于中子源的中子注量与比释动能

的转换因子对源低能中子的份额相当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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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分辨以及能量范围上有显著改善!但低能

部分仍然未扩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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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至今!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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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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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态的主要衰变方式

是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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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能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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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反应动力学可计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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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子!当把测量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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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飞行时间法进行测量$实验装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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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子源悬挂于离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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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距实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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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别的标准飞行时间的电子学系统$中子探测

器测到的
#

射线和
#

探测器探测到的中子大部

分都被甄别掉!以此来减少随机的和偶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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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器的中子相对探测效率$

实验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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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的颗粒大小&混合比例&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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