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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利用福克一普朗充方程研究了重离子深度非弹性散射中两个碎片的角

动量分布之间的关联
∃

我们发现
,

驱动势中的离心部分造成很强的反关联
,

关联

角随着质量对称性的增加而增加
,

在对称碎裂时等于负 ? ∀ “
∃

一 甘≅ 台
、 了 刀 口

近来
,

运用输运方程研究了重离子深度非弹性碰撞中质量和角动量的转移山
,

得到了

与实验现象令人满意的符合
。

已有的实验数据揭示了关联的重要性
〔习,

比如碎片中质量与

电荷分布的关联
∃

我们知道质量与电荷分布的关联来自于驱动势中的对称能量项
∃

而驱

动势中离心项的存在
,

造成了碎片内察角动量分布之间的关联
。

以往的关于低能重离子

物理中角动量耗散问题的处理
Α �一 , , 没有考虑内察角动量分布的关联

∃

本文的 目的在于横

绘一个关于角动量耗散的模型
,

从而研究这种关联
。

其中部分结果已经在一篇通信Β�Χ 中

介绍过了
,

我们在本文中给出详细的结果和主要的推导步骤
。

在第二节中
,

我们将给出角动量由相对运动向内察态转移的耗散过程的基本方程
,

推

导出内察角动量一次和二次矩满足的方程
,

并得到其解析解
∃

在第三节中
,

我们把这些理

论模型运用到几个重离子反应
。

第四节总结全文
∃

二
、

短方程的推导与求解

与以往的理论处理方法 Α�∃ ?Δ
不同

,

我们把两个碎片的角动量 瓜=Ε 一  
,

# > 当成两个独

立变量
,

以便于描写相应的分布函数的关联
∃

描写内察角动量 Φ 分量 ) Γ 、 )Γ 的分布函数

Η =)
Γ ,

 # Ι ,
> 随时间变化的方程是福克一普朗克方程Β7, ?Χ

本文  ! ;  年 ϑ 月  ϑ 日收到
∃

原工作单位 Γ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

<< 原工作单位Γ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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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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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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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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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屹 都为负
,

这表明两个碎片的内部角动量的分布是反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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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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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 〔? Χ 相一致
,

但那里
,

没有把 人
, )Γ 分开

∃

重要的区别在于
,

在我们这里
,

角动量分

布是反关联的
∃

这一点是因为协变量

=屹 >
Ο α β Ν 一里 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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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 Β

= ϑ >

具有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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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角
“
则直观地反映了协变量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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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等质量碎裂
,

时 Ν 嵘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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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定义关联系数

φ 荟注奋 屹
叭处

= ! >

Π 为负
,

这相应于反关联
∃

当平均转移角动量主要是由统计涨落决定时
,

且当碎片是对称

碎裂时
,

反关联的效应最为显著
∃

对于任何小碰撞参数的深度非弹性散射
,

只要体系足够

重
,

因而低 7 的分波不熔合
,

第一个条件就得到满足
∃

对于对称的人射道
,

或者对于有相

当大的几率导致对称碎裂的耗散反应
,

第二个条件就得到满足
∃

看来近来一些实验中探

侧到的 了多重性随着碎裂对称性的增加而增加的现象 Α;Χ ,

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反关联效应
∃

然而
, , 多重性的平均值是与 γ 几ε> Κ γ ≅)Υ ≅> 相联系的闭

,

要彻底解释对称碎裂时的 二

多重性实验数据
,

就要再考虑 Π : 平面内的涨落
,

这超出了本工作的范围
∃

三
、

数 值 结 果

显然
,

从实验上探测两碎片角动量分布之间的关联要比探测质量分布与电荷 分 布 Α7Δ

之间的关联困难得多
∃

为了研究角动量分布中的关联效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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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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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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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取 Ξ
7
Ν ∀

∃

? φ  ∴刀(Ν  ,

Ξ Γ Ν !
∃

� Π  ∴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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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引人了一个与 7 相关的形式因子田 来压低大 7 值时的

扩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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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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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关联造成的分

布函数椭圆压偏效应太小
,

还难于从实验上测量到
∃

图 � 给出了角动量分布函数对于能量损失的依赖关系
∃

所 考虑 的重 离 子 反 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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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先增加
,

然后减少
∃

涨落总是随着 △ , 的增加而增加
∃

反关联效应也

随着 二 Γ 的增加而越来越显著
∃

关联角随着质量对称性的增加而增大
,

对 于 & 。 Κ & 。 ,

达到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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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总 结

我们提出了一个输运模型来描写低能重离子碰撞中两个碎片的内部角动量分布函数

叔 ) Γ ,  # ΙΒ >
,

并由此得到了矩方程
,

用解析方法得到了它们的解
,

研究了驱动势中离心力

部分造成的分布函数中的关联
∃

我们发现
,

存在着强的反关联效应
,

关联角随着质量对称

性的增加而增大
,

对于对称碎裂
,

达到极大值 一 ?∀
“ ∃

然而
,

关联角越大
,

分布函数就越接

近各向同性
,

因此反关联效应目前很难从实验上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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