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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 二介子的一核子吸收模型下
,

导出了9、
十 , ; <反应的扭曲波玻恩近似

的截面公式
,

在平面波近似下
,

对
‘

℃ 9犷
, ; <

‘

=( 反应作了估计
6

认为
,

这一类

反应对于研究 , 吸收的过程和原子核的对结构都是值得重视的反应
6

一
、

引 言

, 介子被原子核吸收的现象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

但是
,

到 目前为止
,

人们对 , 吸

收机制的理解还很混乱
〔, ,。

到底 二 吸收是一步发生的直接过程
,

还是多步过程
,

都没有明

确的定论
6

由于原子核吸收 , 后
,

使原子核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
,

这样一种变革原子核的

手段
,

自然为认识原子核提供新的途径
6

由于能量
、

动量守恒
,

一个 自由的核子不能吸收
汀 介子

, , 吸收至少要求两个以上的核子参加
6

所以 “ 吸收是真正的多粒子过程
,

如果
, 吸收是在一对关联的核子对上发生

,

这一对核子在吸收了静止的 二 介子后
,

将沿着相对

为  > = 。 的方向飞出原子核
,

测量飞出的一对核子的角关联将得到 二吸收的机制及核内核

子对关联的知识
,

这种反应的实验及理论研究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资料 ?≅Α
6

但是 , 吸收的

过程是很复杂的
,

现象也多样化
,

为了研究清楚 二 吸收的机制
,

对其他可能的反应道的研

究是必要且有兴趣的
6

我们认为
, , 被原子核吸收后

,

射出一个氖核
,

而剩余核处于某一

确定的核能态的反应道
,

即 9扩
, ; < 反应

,

是很有意义的一种研究 , 吸收的反应
6

因为
,

在这种反应中
, 二介子的能量主要用来激发一对核子的质心运动

,

因此
,

它直接探测一对核

子质心运动的高动量成分
6

对于这类反应
,

实验及理论研究都极少
6

实验方面
,

目前仍未有

一个完整的实验出现
,

只在
’

℃ 核上有苗头表明吸收 , 而放出 ; 的截面并不小 ?Α
6

9扩
, ; <

与 9Β
,

/ 反应
,

从反应能谱学角度看很相似
,

因此
,

若9砂
,
;<反应机制清楚了

,

也将对原

子核的对结构提供新的信息
,

如它们高动量成分的几率等‘ Χ沮7Δ 等 ?ΕΑ ,

曾在没有实验的

情况下
,

用平面波玻恩近似
,

把靶核看为一个硬心外有一对角动量为零的中子
,

计算了到

达剩余核基态 9= :< 的 9二
十 ,

;< 角分布
6

在本文中
,

我们将在单核子 , 吸收的模型假设

下
,

讨论 9扩
, ; < 反应过程

,

找们导出到各个末态的扭曲波玻恩近似截面公式
,

并给出它

与核结构的关系
6

低能双核子转移反应和核结构有很灵敏的关系
『Α ,

在 9扩
, ; < 反应

,

也

有相似的结果
6

最后
,

为了分析这类反应的特点
,

用平面波玻恩近似对于 Ε!
6

Χ7 Φ 的 砂

本文  ! ∀ > 年 ∀ 月  多日收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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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Γ( 核上发生的 9二

十 ,

; < 反应
,

到达
‘

℃ 核的基态 94:< 及 ≅ 十 激发态的微分截面作一

点数值的估计
6

在第二节
,

用单核子吸收机制导出扭曲波玻恩近似的截面公式
,

第三节给出平面波近

似的数值结果
,

并进行讨论
6

二
、

单核子吸收模型的 9二
十 ,

; <反应理论

我们将讨论 扩 被靶核 Η 吸收后射出氖核
,

剩余核 Ι 处于某一个核态 产 的模型理

论
6

考虑反应
ϑ

二十 十 Η 一 ; 十 ( ,

95 <

其中靶核 Η 有 ) : ≅ 个核子
,

处于 刀 态
,

剩余核 Ι 比靶核少二个中子
6

有 ) 个核子
6

处于 刀 态
6

厂 为核总角动量
,
“ 为宇称

6

在质心系中的微分截面为
ϑ

立 一
,

召迢饥
Κ

鱼 剧 9Λ5 川 、冲
;甜 又≅ , Μ

‘
( 尝7<

‘

友
二

〔≅ <

刃表示对初态求平均
、

末态求和
,

其中 ∗
二 ,

反
二

为 “ 在质心系中的总能量和动量
6

∗ ; ,

杠对应于 ; 核的总能量及动量
6

 动 为靶核的 ) : ≅ 个核子反对称波函数 梦 ΑΝ 、‘ 95
,

一
, 才 十 ≅ <

,

Ο了< 为剩余核波函数 毋 ΠΛ4 Λ 95
,

⋯
, ) < 及出射 ; 核波函数 梦 Θ 。

9
Δ ,

, <

的乘积
,

它也是反对称化的
,

可写为
ϑ

、, Ο气 Ρ一一
一

典
Σ

一
又 9一  <

户 , ϑ 彭
一,

9
Δ ,

二< , ,
,、 ,

9 ,

⋯
,

、 <
,

3 又) 十 5少又才 十 Γ 夕 Σ犷
9 <

尸为剩余核中核子与 ; 中核子各种可能的置换
6

毋 ΠΛΧ

厂5,

⋯
, ) <为反对称归一化波函数

,

蟹彭
一,
9

Δ ,

, < Τ Υ少硫
,
9尺< ςΥ价

;
9

Δ
< Ω 5 Ξ ∋Χ

;

5Υ0 一 =  

其中 Υ梦跪
,
9, < Ο Τ

7一‘气
’

介 7 ‘义一96 ,

9Ε <

9弓<

Ψ 一9尺<
一

工 Ζ
一’ Φ ;

9,
,

< 、
[ 产 ,

9
6

 <

梦彭
一

<9, < 是氖核受仑核的光学势 矶9, < 作用下的扭曲波
,

, 为氖核及 Η 核的质心距离
6

价;汁< 为氖核内部波函数
,

它可以为 ∴ 波和 ] 波的混合
6

Ψ ϑ

为氖核的自旋态
,

它与内部态

如‘Δ< 藕合为  材 ;
态

6

∋0 Τ 时 为氖核同位旋态
,

故 梦Θ ;
9Δ

,

左< 是反对称态
6

首先
,

我们假定 二吸收发生在一个核子上
,

但这个核子与靶核中另一个核子结合一

起
,

保持着氖核的结构出射
,

若 扩 被靶核中第 Ν 个核子吸收
,

它们的相互作用可写为
ϑ

∃ Ξ Τ −
·

⊥ Θ ·

3
二

9
Δ Ξ ·

币9盖
二 · Δ ,

< <
,

9_、

∃ 一 艺 ∃ Θ ,

9∀、

其中 。, ,

毛 为第 ‘个核子的 自旋
,

同位旋算符
6 Δ Ξ 为它的坐标

6

诱9⎯
二 ·

ΔΝ < 为 “ 介子

场
,

3
二

只作用于 协9盖
,

·

ΔΝ < 场上
, − 为包含 , 介子, 核子藕合常数的因子

6

由于是氖

核出射
,

所以虽然 扩 吸收发生子一个中子上
,

并把它变为质子
,

但这个中子必定
一

与另一

个中子结成团
,

一旦 二十 被吸收后
,

它们仍不散开
,

而以氖核整体 出射
6

所以 9矿
, ; < 的

单核子吸收模型可以视为 扩 吸收发生在一对结合在一起的中子团上
6

扩 被其中的任



第 期 李 扬 国 等 ϑ 9砂
, ; < 反 应 理 论

9≅
<

图  9二
十 ,

;< 反应机制

一个中子都可以吸收
,

它的图象如图  
6

用 9 <
,

9Ε <
,

9∀ <及 梦了, ,
9 ,

⋯
, ) : ≅ < 代人

9≅ <中矩阵元
,

由于 ΟΝ <
,

‘一 Υ‘’∃ ,‘< 一

丫

 了< 的反对称性及 ∃ 的对称性
,

可得
ϑ

9) : 5<9) : ≅ <
≅

Υ梦布
’
9

Δ ,

, < 梦
, , 、, 9

,

⋯
, ) : ≅ <

Ο∃ 5梦
, , Χ Θ

95 ,

⋯
, ) : ≅ <α

6

9><

在上述的单核子吸收模型下
,

∃ 、 ∃’
,

∃’ 一从 : 从
6

9! <

9∴< 式的矩阵元与 9Β ,

/ 反应的矩阵元 Ξ除了相互作用 ∃
‘

不同之外
,

是很相似的
6

若定

义核谱振幅
ϑ

。、,
,

,
≅
, < 一

了
9) :  <9) : ≅ <

≅
99梦 , , 9

,

⋯
,

) : ≅ < < 梦ΡΖΞΞϑ
< ,
<了

Θ、 ,

则 ‘一 艺
 

Ν
Ν

Γ
ΠΧ

】少
, ‘、、

95 ,

⋯
, ) : ≅ <α

,

。 9∴
Ξ

≅
≅≅ < Υ, Θ 。 9

Δ ,

, < ∋9从 : 从< ς, Ρ,ΞΖΞ
< , 。

α Ι
二Ξ粼

, , ,

9 = <

9  <

Η 以ς[Π < 是与核结构有关的因子
,

它描述变为 ; 核的那对中子
,

在核中处于 ς
ϑ ,

八壳
,

藕合

为总角动量 Π 的几率
6

9 =< 式的核谱振幅的定义与双核子转移反应的完全一致
,

在双核

子转移反应中曾有很 多的讨论 ?Α ,

关于它的一些特点在资料 〔 及有关文献中可以获得
6

9  < 式中 甄、动ΠΧ 95
, ≅ < 是一对中子处于 ΠΧ 态的波函数

,

为了研究矩阵元 ∋ ,

我们先

讨论 ∃’ Τ ∃
,
: 姚 的具体形式

,

作变换
ϑ

Ρ
 β

一 一 又Δ5 十 孔少
,

≅

一 9
Δ ,

一 九<6

9 ≅ <

可得
ϑ

其中 &

≅了
一

百
Σ Ρ9&

·

3
二

: 口
·

3
,

< 9刃 9
Δ ,

, < 0 : : 杏9
, ,

, <
ϑ :

<

:

9
≅

·

Φ
,

: 生。 Φ
·

<
9ϑ 9

· ,

, <二 : Ξ 9
· ,

, < 0 、
<Ζ

9 <

 β

一— 又口 5 寸
6

口≅夕
,

≅
口 一 口5

一口
≅ Ξ 9几

: 一几:
< 为

自旋
,

同位旋算符
6

,  β

 : 一 , 不不又几 : 十 几: 夕, Δ :

丫 ≅

 

斌百

刃9
Δ ,

蜜9
Δ ,

, <

, <

χ 价 9⎯
二 ·

Δ 5

< : 价9吞
二 ·

Δ Γ

<
,

一 小 9⎯
二

Δ5 < 一 币 9⎯
二 ·

Δ
户

6 9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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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二介子场 价9⎯
,

Δ<
,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 二 与靶核作用
。

因此
,

它应是一被靶核光学势

扭曲的波函数
,

可写为
ϑ

。 9⎯二卜
· Λ··

,

一
Ξ Ψ ·9

·

卜 一
Ξ  

Ο三
1 二

9一< ;一
,

95为

1 二

9Δ < 便是 , 核光学势
6

在 9扩
, ; <反应 中

,

由于 中子对保持着 ; 核的结构出射
,

因此
,

二 扭曲场的相移函数 Ψ: 9劝 可以近似地看为 , 被吸收的平均位置与靶心的 距离 ,’ 的

通数
6

即

Ψ: 9Δ
 

< Τ Ψ: 9九< 二 Ω: 9,’< Ξ ,’ 一丛
,

,

Χ 7

这样
,

刃9
Δ ,

介< Τ ≅ 7 4 ∴

矛9几派 ·

,
5: [ : 9只

, << 9 _ <
互9

Δ ,

, < Τ ≅  ∴Ν δ

9别
坪<

Ν9几, ·

, , : Ω: 9,
, 〕<

由于 ; 核的同位旋 0 Τ =
6

9 < 式中 了:
是一对核子同位旋 丁 一  态的投影算符

,

介

则是到同位旋 丁 Τ 4 态的投影算符
6

因此 0 :
项对 9扩

,

;< 反应没有贡献
6

把9 _ <式

代人9 <
。

且不计及 0 十
项

,

整理后得
ϑ

。
,

Τ 止长χ 。
万

∴ Νδ

9丛止二、Δ一
、

6

≅丫 ≅ ‘ ε ≅ ≅

⎯
二
: ≅

·

3
Ξ Ω :

9,
’

<Α

:
。

。Λ冬华、ϑ
ϑ 、。

·

Θ
二
: 口

·

Φ Ξ Ψ Θ
9二

,

< Α
ε ≅ β

Ν 9几, ·

,
‘: Ψ 卜9月

,
<<

9 ∀ <

9∋夕< 式便是单核子吸收 9扩
,

; < 反应的相互作用
6

这样
,

我们便能进一步的处理反应矩

阵元  
6

由于 叽
<
9Δ

,

,<
,

∃’ 都是
Δ ,

, 的函数
,

自旋算符 叭 ∴ 只作用于 Ψ∴ Χ95
·

≅ <
,

所以二中子波函数应作如下展开和变换
ϑ

[
、

生 了
,

≅

必, 、 9少
 

护
≅

< 一 艺 乙亏夕
5

夕
, Φ

Ρ <9必
ϑ

9 
  ϑ

< Ω 、

95
, ≅ < < , Χ ,

9 > <

9 ! <

Ν一≅

2 & Π

必切 9‘
, ‘≅< 一 艺 9

。‘+ ‘Ξ 2 5
。 Ξ5ϑ , ≅‘≅ Ξ 2 α 9价

, Ξ
9
Δ
<必

+ ,
9, <<

ϑ 、 ,

φ7
6

九⊥万召γ
β 

6
 
6件,
、、

1其中

系数
6

件 孟+ ∋

<
是 ! , 系数

,

“Σ
了孔兀万

Ξ Υ
, Ξ +5 Ξ 引

, ϑ 5, , ≅  ≅ Ξ 助 是泰米变换

把9 ∀<一9 ! <和9劝的结果代入9  < 整理后得
ϑ

 一≅ 一≅  几2

Τ 艺 Η 9夕
,

笋
ϑ
[ < 艺舌夕

,

几1

户
一护, 几‘ΠΧ

刀久+ ∋ Ρ Ρ
Υ
· β

一
“<

今
·

Ρ一
‘’‘

’

, 十“一‘” 9价“9
·
< Ψ“9‘

· , <’
ΟΧ;

≅ 丫 ≅
Χ

Δ户
环

,

析
甲奋Δ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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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万
∴ Ξ
δ’9丛止、9一

Ε
6

。
二
: ϑ ∴

·

二 Ξ Ξ :
9,

,

<< :
。。。

9丝‘三、9
ϑ ,。

6

友
二

2 ε ≅ β
一

、 Γ β

: ⊥
·

Φ
Ξ

·

Ψ 十 9,
,

<<
Ζ
·“”, “““ ,

‘’。9,
, Ξ

9
·

, 。一 9, , ,
· Ψ ·

9, , , , , , Χ ‘·‘,
·

9, 。,

9≅ = < 中
Δ ,

及 , 变量已分开
,

同时对于 自旋算符
,

二体自旋算符 & 只对 ∴ Τ  态有贡

献
6

。 则把 ∴ , Τ = 的态变到 &Λ Τ 5 的终态
,

故9≅ = <式中二项分别作用于二中子的不同

自旋态上
,

他们作用在自旋态上有如下结果
ϑ

Υ 群
;
∋⊥ Ο= = <

⊥ Ξ 。

Τ Ρ
, 二

。 ,

9≅  <

Υ5拼
Π

Ζ   拼α Τ
1

一 9一了百
,

一 9 Ν了丁
,

Τ 9 = ,

凡
; , Ξ ,

凡
;

,
,

Τ 口那; ,

。二。
, ‘二

。

Ζ
,

4 ,

丫万<
,

4 , Ν丫了<
,

≅ , 4 <
,

χ Ρ&二
; , Ξ , &二;

, , , &二;
, Ξ

Ζ
6

9≅ ≅ <

叮嵘嵘
ΓΛ77∴7η7、7∴心5

9≅ <
‘

、、‘、6666皿6666,Δβ
声

一一≅一

丫万

了万

斌万

[了Π‘‘口66666‘、、

一一邵

ι产&

、、龟、 !∀‘口##

一一,曰

,上一∃%

#

了了

一一,一

,工一∃’

一一,曰

一&,#一∃%∋曰

( ) ∗ +

、、、砚,户)# , ,

, −

, 一  

口门了尹、、、

..‘奋 !∀  ,、、一一

/小拜0名拜01

2严1

( ) ) +
,

( ) ∗ + 的矩阵按 拼0 , 产 为 一 ∃ , , ,

# 的顺序 同时
,

若取 盖
二

为
名
轴

,

则

3
4小0

(
5

+ ∃ 6 7 ∋

4价
0

(
8

+ #
∀ 9 :

(导+
一
恿( ‘+

了一丫森 ‘, ;

(誓+
< 了, 。

( , +
,

怜+
一

蔫
‘君了森 ‘,

=

(幼
> , , 。

8 , +

竿
;。

, 几8

(
·
+卜

、孟一丫“ “,
。 8 ( ?

二

+ 。
8

,
。,

( 8
6
奇+

竿
; , 一

二

(
·
+ ≅ 一 、孟丫森 “,

, 6

( ?
二

+ 。
8 ,
。,

( 8
6
偶+

( ) Α +

( ) Β +

( ) Χ +

其中
, ,

6 8 、 Δ Ε太 . Δ 、 8
了友

二

心
, . Δ 、 6 , Δ 。

‘产岁‘ ”孟 Φ 气兀 .
— 协甲 0 Φ ∃ . Γ孟 、一丁一 ∃ Η 月孟Φ , . ∃ “ ,

一
Ι Φ ) .

( ) ϑ+

把 ( ) # +
,

( ) Κ+
,

( ) Β+
,

( ) Χ+ 的结果代人 ( ) , +
,

便得到 ∃ 的化简式子
,

最后对初态求和
,

末态求

平均后得出 ( Χ5 十 , 0 + 反应的微分截面如下
6

而
0口

Λ 凡 凡
( ) 二左

) Μ )

+
)
巫

·

冬
火

,
ΙΝ” ‘

##
6

Ο ∃ 6

#
) ,

( ) Π +

 + ( ) Β +一 ( ) Α+ 中0 只取 : 波 如 价0
(心 混有 Θ 波

,

还要增加相应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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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

Σ

一 , ; 一 , 才

Χ
7

Λ≅ ! <式便是单核 了
‘

吸收模型下 9扩
, ; < 反应的扭曲波玻恩近似的结果

6

其中   

是由中

子对 ∴ Τ / 态的贡献
, [ ϑ

是中子对 & 一  态的贡献
6

从 又的奇
、

偶性
, ∋ ,

的中子对空

间波函数是对称结构
,

∋ ,

的是反对称结构
6

这些特点对我们分析核结构特点是很重要

的
6

偶
一
偶核的低激发态的对结构空间部分主要是对称性的

,

因此
,

对于这类能级 5Ξ

的贡

献应是主要项
6

 ϑ , ∋ϑ

可能会出现很不相同的微分截面花纹
,

因此
,

它对区分中子对结构

的空Ν司特性也定会有作用
6

如果我们忽略去光学势的扭曲
,

便得到平面波近似的结果
6

顺便指出
,

在平面波近似

下
,

由于 Ψ
一

。

9尸<
,

[ 一 9,< 为零
6

刀益公
冷

9ϕ < 及 Η
冰9ϕ < 可以积分得 出解析的式子

·

它

他为 ϑ

+锣9的 一 以9≅动
丁
如、9动如

。

,=,

Η各终9ϕ <一
Ε Χ

;

夜9≅
“
<
丁价、

, ,
9叮<占

Χ。 , ·

Λ
⊥

<

9 φ<

其中 必明蔽ϕ < 为简谐振子波函数在动量空间的表示
6

在下一节
,

将用平面波近似作 一 点

估算
6

三
、

#κ Η ) 的计算及讨论

在平面波玻恩近似下
,

由9 <和9= <
,

9  <的结果
,

9≅ ! <式很易对 Χ ; 求和
,

且得到

振幅 [ , ,  ≅

不相干的结果
ϑ

; 『 ∗
,

∗ ;

Π胭 9≅ 、 方
≅ Ι ≅

<
≅ 争艺 ? 5, Ξ Ν

’
: Ο‘Ξ Ζ

’

Α
,

代
,

ΠΧ

9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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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凡犷 5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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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为 二核子藕合常数
,

9 _ <

。 二

是 ‘介子的质量
6

尸一 =
6

= > >
6

”≅ 兀

为了定性地分析这类反应
,

用 9Ε < 式估算
‘

℃ 9扩
, ; <

 = Ι

近在 ∗ 二

Τ Ε!
6

Χ 7Φ 人射能量下在 = “ 处测得一个数值?Α
6

∋/ ( 的 =: 9基态 < 和 ≅ 十 9
6

Χ
7 Φ 激发态 <的微分截面

6

取
’

℃

ς必
’ϑ ·

卜 Ε9= 奋<吕95凡β ≅

<言<
·

剩余核的波函数取为
ϑ

5必
54 (

α 一 Ρ9=
 。
<吕95Β 、

<乡
, 、,

α
6

9 ∀<
,

9 <只是中子的组态
,

质子部分填满 9=
工。
< 9∋# 。

<

反应的截面
6

这个反应最

为此
,

我们分别计算到达

的波函数为 ϑ

9 ∀ <

9 ><

态
6

我们在这里取了一个极简

单的纯组态的结果
6

即认为 二 吸收发生在 9 尸户
≅

中子对上
,

很易计算出核谱振幅为
ϑ

≅ ≅

≅ ≅

, 。

<
一 ‘

,

, ≅

<
一 丫万

β‘‘人
、β了6、ε

ΗΗ

氖核的内部波函数
,

我们取 ∃ μ58 Μ7δ 型
ϑ

价;
9
·

< 一粤9
·Σ ·  ·

一
“ ·

< % 。。

9, <
,

9 ! <

其中
⊥ Ξ

Τ =
6

≅ ≅ ΛΣΣ
, ,

夕
Ξ
Τ  

6

_ ≅ 尸
,

+ 为归一化常数
,

在计算中谐振子参数取
。Τ =

6

_ 厂
‘6

计算的微分截面分别画在图 ≅ 和图 中
6

从这一计算结果
,

我们可以看到
ϑ

 
6

在平面波近似下
,

这种反应截面不小
6

在小角度可以达到几个到几十 户β∴
Δ

6

这与

实验观察到的截面量级定性的相同
6

实验在 > ϑ

Τ = “ 处到达
‘

℃ 的 =: 与 ≅: 态截面

之和约为 _ = δφ β∴
Δ ,

这种截面的大小与 9扩
, Β< 反应差不多

,

所以
,

实验上进行这类反应

的研究
,

在 目前的 , 介子束流的情况下
,

是可能的
6

≅
6

计算表明
,

石 比 形 对微分截面的贡献大得多
6

即对 9二
十 ,

;< 反应中子对空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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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ς 6 二
反应角分布

虚线为中子对自旋
; 一  项的贡献

图 Κ
‘=

ς (
二 Ο , 0 +

’−ς 6 Ο 反应角分布

虚线为中子对自旋
了 Ω # 项的贡献

对称的状态比空间反对称的状态重要得多 这是因为氖核构 (
8

+ 是空间对称的状态
,

当

中子对是空间对称态结构时更接近于氖的内部结构
,

它保持着氖的结构不散开的几率大

得多

Κ 两个中子的空间波函数
,

经过泰米变换后
,

可以有不同的内部运动的主量子数
∋ ,

及轨道量子数 又的分量
,

从我们的计算
, , ,

分量贡献最大
,

这一点与低能双核子转移反应

很相类似 因此
。

。,
近似可能是一个好近似 至少对于轻核是如此

伽
十 ,

0+ 反应与低能 ( Ξ
,

− 反应非常相似
,

它对两个中子白血函数的结构的关系很

密切
,

但 (扩
,
0 + 反应又由于大的能

、

动量转移这一特点
,

又有 ( Ξ
,

− 反应所不能具备的

特色
,

即它主要反映两核子波函数高动量分布成分的几率 在上面计算的例子
,

在质心系

从 9 。 到 # ϑ,
。 。

转移给两中子的动量从 Κ Χ 尸 到 Α尸
,

而对应 Α, Ν
∀ Ψ 质子在

‘

℃ 上引起

的 ( Ζ
,

− 反应
,

它转移给两中子的动量从 # Κ 尸 到 ∗ ) 厂
‘

可见 (扩
,

0+ 反应主要是

探测核中两中子团动量分布的高动量成分

∗ 我们所用的吸收算符没有考虑加里略不变性
,

而且认为反应是一步发生的直接过

程
,

这个单核子吸收模型是否正确
。

有待于实验的检验
,

目前只有一个实验点
,

还不能对此

模型有什么肯定及修正的结论 用扭曲波来进行计算也是可行的
,

我们将进一步研究用

扭曲波进行计算
苏 双核子转移反应能谱学

,

在六十年代对核结构曾有很大的贡献 从实验上证实低激

发态对结构的存在 ( , 十 ,

0 + 反应也是一类双核子转移反应
,

它的微分截面不单与反应机

制有密切的关系
,

也和对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8二者是分割不开的 本文从提出的单核子吸

收模型出发
,

连系核谱振幅 [ ( Γ
,

尹
)
了+ 关于 (扩

,

Σ+ 反应能谱学问题
,

在有更多的实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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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
,

一定会对核结构有新的启发
6

总之
,

原子核吸收 , 介子而放出核子团
,

剩余核处于确定的状态这类反应
,

对于了解

核内的多粒子关联
,

多粒子团在核内的状态是很有意义的
,

实验的研究也是可能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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