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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核对关联的粒子数守恒处理

张 玫 薛禹易 曾谨言
;清 华 大 学< ;北 京 大 学<

摘 要

本文将处理对力的粒子数守恒方法 ;∃, ) < 从变形核推广到球形核
,

并用

以计算了助∃= 附近的偶同位素的基态及低激发 >? 态的性质
7

对力的粒子数守恒方法 ;∃, ) < 处理变形核
,

已做了一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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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球形核
,

由

于各单粒子能级的简并度不 同
,

计算上要复杂一些
,

但没有任何原则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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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工作就

是把球形核对关联的处理完全程序化;包括组态的选取
、

矩阵元的计算及哈密顿量的对角

化<
7

用这方法来处理具体问题时
,

只需输人单粒子能级 ;才沙即可 自动给出波函数和能

最本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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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力强度参数 ‘ 由原子核奇偶质量差的实验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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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工作就是在一定截断能量 +
。

之下的组态所张开的空间中把 % 对角化
7

;关于 Λ

的取法在下面讨论<7

以下以 翔∃= 附近偶同位素为例
,

用本程序计算了它们的基态及低激发 >? 态的性 质
7

, Α  ΕΜ 附近的中子单粒子能级由奇中子核的实验能谱给出Ν7 
,

对力平均强度 ‘原则上

由原子核奇偶质量差实验值确定
,

但其具体数值与 + 。

有关
7

取不同截断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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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 8Π4 的计算表明 ≅ 当 +Θ Δ ‘ Η  > > 以后
,

组态混合就相当充分了
,

此时 增加

+
‘,

但适当减小 . ;重整化 <
,

计算所得基态及低激发 >? 态能谱
、

波函数主要组分
、

粒子对

填布几率等
,

变化很小;见图  和表  <
7

Ο!�>Ρ>Ο!Ο!翻月峡0心,口,Σ

≅
�

。

!  

Ε
7

 Μ

7

Ο!

7

Μ ∀

7  �5八曰655

⋯
,二

若
,

二

7 二 &
5 0&8 &

5

& 3 8 9 &
5

&3 &: &
5

& 4 3

图 !
’‘∗ ; < ∗ � 谱 ,单位 ∃ = > ? +

衰 −
’
5≅ Α < 波函教结构,主要组分Β +

000 ∀= > ΧΧΧ 0 Δ= > ΧΧΧ 0 ∀= > ΧΧΧ 0Δ= > ΧΧΧ

ΔΔΔ 3
5

000 Δ 4
5

444 ∀ 9
5

888 ∀ 9
5

###

000 #
5

ΔΔΔ 0#
。

∀∀∀ Δ &
5

444 ‘0
5

∀∀∀

:::
5

::: :
5

444 4
5

::: 4
。

999

∀∀∀
5

888 ∀
5

888 ∀
5

,, ∀
5

呼呼

&&&
5

ΔΔΔ ,+
5

ΔΔΔ &
5

999 &
5

###

000
5

ΔΔΔ 0
5

888 0
5

&&& &
5

:::

&&&
5

444 &
5

::: &
5

888 &
。

999

我们还对
∀ &≅ Α< 附近偶同位素计算了对力对结合能的贡献

,

经过换算以后的结果以及

与  
5

玻尔对振动能谱的比较列于表 ∀
5

对于满壳两侧的核
,

所用‘值略有差异
5

因 为
‘尸ΕΦ !/ 丫面不乃硬硕石万

〔82 ,

而 Γ Η 0 ∀Δ 一侧的单粒子能级的 夕值平均说来稍大
,

能

级也较为密集
,

所以对力平均强度 ‘略小一些
5

这与奇偶质量差的关系是一致的
,

并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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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壳外核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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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尔简谐对振动谱

非简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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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Σ 表示核的结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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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计算中 Γ Η 0∀ Δ 的核 ‘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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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Υ 0 ∀ Δ 的核 ‘ 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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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

玻尔对振动模型中有两种振动模式闪
,

其频率不相同
5

我们也简单估算了对关联对二核子转移反应分支比的影响
5

按照  
5

玻尔的简谐对

振动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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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计算结果为 0 ∃0
5

Δ
5

当然我们这里只简单地计算了二核子转移反

应中初末态核波函数的重叠积分之比
,

未考虑核反应动力学的影响‘
,25

从结合能和二核子转移反应分支比的计算可以看出
,

非简谐效应是相当重要的
,

其主

要根源是泡利原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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