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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用含有 Α 态激发的双阱集团克模型波函数
,

计算了气>的集团结构态间
的约化跃迁几率 Β ?, Χ≅ 和均方根半径斌不不

,

得到与 4ΔΔ 6 湘近的结果
7

一
、

引 言

我们用含有 户态激发的双阱集团壳模型波函数
,

对轻核的集团结构现象
、

轻亚稳核的

裂变位垒
、

核内子核的压缩和变形
,

以及核的散射等问题做了一些工作
7

计算结果表明
,

含有 Α 态激发成份的集团波函数
,

对于能量的计算有所改善
,

特别是它能够反映出子核随

它们之间的距离的变化而出现的压缩和变形的现象
,

另外我们用这种波函数计算得到了

一个合理的折叠位
,

因而它还可能是改善折叠位计算的一个途径
。一 Ε 

7

但是能量的计算不仅依赖于模型波函数
,

而且与核力的选取有着密切的关系
7

计算

表明
,

对于同一波函数
,

选取不同的核力
,

得到的结合能有很大的差别
7

而电子散射和电

磁跃迁
,

对波函数将是一个严格的检验
7

为了进一步检验我们所使用的波函数
,

本文用双

阱集团壳模型波函数计算了
‘

4> 的集团结构态之间的约化跃迁几率 Β ?, Χ≅和均方根半径

了不不
,

得到与 4ΔΔ 6 相近的结果
7

二
、

计 算 公 式

‘

4> 的基态具有明显的
: 一Φ 成团结构现象

,

为此我们将
‘4> 的六个核子分为 。 和 Φ 两

团
,

它们的单粒子空间轨道波函数分别取为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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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Ο , 和 Ο Χ

分别为
“ 和 ‘所处位阱的位阱参数 Η 夕, 和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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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 # ≅ 和 Ι# #  ≅
,

波函数

的混合系数
7

这些表征波函数特征的参数均由投影变分法确定
7 ‘4> 的波函数的特征参

数列在表  中
7

本文  ! Π ! 年 � 月  � 日收到
7



� = �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第 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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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价和 下分别表示基态和第一激发态内桌波函数
,

艺 表示对质子求和
7

严 为投影算符
,

其定义如 ?8 ≅ 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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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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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比较
,

连同 Β 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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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表 � “ 的 Β ?ι� ≅ 和 丫石万

核核 力力
χ

、

嘿嘿
Β ααα , ααα 4 ∗ ∗ 111 双 阱 集 团 壳 模 型型 实 验验

))))))))))))))) ςςς ϕϕϕ )& −−−−−

555 6 �Τ 6 ΡΡΡ

骊骊
�

7

� ∀∀∀ �
7

� !!! �
7

8��� �
。

8 ��� �
。

8 ��� �
7

斗===== �
7

Ε 888

ΒΒΒΒΒ?, Χ≅≅≅  #
7

!===   
7

Ε ΕΕΕ  ∃
7

∀∀∀∀  �
。

�牛牛  ∃
7

     ∀
。

 88888 � Ε
7

   

?????Σϕ
‘

≅≅≅≅≅≅≅≅≅≅≅≅≅≅≅≅≅≅≅

&&& − ς 6
7

��� 犷石币
777777777777777

�
。

 ### �
7

Ε 888

?????Σϕ ≅≅≅≅≅≅≅≅≅≅≅≅≅≅≅≅≅≅≅

ΒΒΒΒΒ?, Χ ≅≅≅≅≅≅≅≅≅≅≅≅≅≅≅ Ε
7

= === � Ε
7

   

?????Σϕ
Ψ

≅≅≅≅≅≅≅≅≅≅≅≅≅≅≅≅≅≅≅

, α
、

Βα
、

4 Δ ∗ 6 的定义见参考文献 γ=Ψ
7

 

⊥
采用正交条件 伽

Γ

�叭≅ ” 。Γ ς

—
不采用正交条件 Γ )ς

—采用正交条件
,

且 月
,

二 月
Γ

,  
,

即 华‘
和 沪

Γ

均取 ( 态 Γ 川−

一
采用正交条件

,

且取 & −
6 67 Γ

力
7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7

物 理 第 呼 卷

由表 � 可以看出
Γ

? ≅ 对 Β ?, Χ≅ 和丫更丁万的计算
,

双阱集团壳模型波函数得到与 4ΔΔ 6 相近的结果
,

而它们的结果都比 , α 和 Βα 的结果好
,

这说明
‘

4> 具有
: 一Φ 的成团结构

7

?�≅ 比较表  和表 � 可以看出
,

结合能的计算与跃迁计算有着明显 的冲突
7

例 如

& − ς6
7

 力给出最符合实验的结合能
,

但是电磁性质最差
,

特别是 Β ?, Χ ≅值还不到实验值
的四分之一 Η 模型    给出的结合能与实验值偏差最大

,

而给出最好的 Β ?, Χ≅和丫万不
值

7

这是由于模型    采用了无激发的假定
,

即硬球模型
,

泡里原理使两团之间有很强的

排斥力
,

致使两团之间无法进一步靠近
,

也就是说两团之间的结合是松散的
,

因而它给

出的结合能就远小于实验值
7

也正是由于它的大的变形
,

所以能给出较大的 Β ?, Χ≅值和

斌弃下值
7

为了便于比较现将各种模型下所得到的结合能和 Β ?, Χ≅
、

斌夏再 值列成表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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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
,

目前所采用的核力和波函数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

还不能同时正确地描

述核的各种性质
7

如上所述
,

能量的计算要求使核的核子间较紧密结合的核力和波函数
,

而跃迁的计算则要求使核具有较大变形的核力和波函数
7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

同时给 出

合理的核的结合能和核的电磁性质
,

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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