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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 Cd(HN 5n)，Ebca 一65 MeV 的核反应布居 了 。Cs的高 自旋态．利用在束 谱学实 

验方法，进行 了 — 符合测量，使 已知的 。Cs核能级纲图得到 了扩展，并且修正 了某些组态的带头 

激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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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12O一13O的稀土区过渡性原子核，具有 

较软的形变 ，展现出了丰富的高 自旋态现象．处在 

这一核区的原子核，其质子费米面位于 h。。／：子壳层 

的下部，而中子费米面位于 h。。／：子壳层的中上部． 

占据高 值的 7(̂。。／：和 v̂。。／z单粒子轨道的价核子对 

核芯的 7自由度有明显的极化效应 ，从而形成了十 

分复杂的集体带结构．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单个价 

核子对核芯的极化作用，对奇 A核进行高自旋态核 

结构研究显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在这一核区的 

奇 A核中寻找手征孪生带也是当前高 自旋态核结 

构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本次工作中，我们把奇 

质子核 。Cs作为 目标核 ，通过在束 谱学的方法对 

其进行了实验研究． 

2 实验结果和讨论 

本次工作的实验数据是由日本筑波大学的小松 

原哲郎博士提供的，该实验是在丹麦玻尔所完成 

的．利用 Cd(̈ N，5n)，E =65 MeV反应布居 

了 。Cs的高 自旋态．” Cd靶 的厚度约为 820 Fg／ 

cm ，靶后蒸有 1 mg／cm 的金衬．实验的探测阵列 

是由 19台带有 BGO反康抑制的高纯锗探测器和一 

台小平面探测器组成． — 符合数据以事件带方式 

记录在磁盘上，共收集了大约 8×1O。个 — 符合事 

件．为了确定 射线的跃迁多极性，实验还做了符 

合模式下 的 射线各 向异 性度的测量 ，即 ADO 

(Angular Distribution of rays Deexciting the Ori— 

ented States)系数，并建立了相应的矩阵．文献Eli 

对实验过程和设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文不做过 

多赘述． 

在本工作之前，文献[23报道了 。Cs的能级纲 

图．本工作利用“ Cd(̈N，5n)反应，结合 7跃迁的 

符合关系、强度平衡和各向异性度等信息，建立了 

一 个更加完整的高 自旋态能级纲 图(如图 1所示)， 

其中大约2o多条高自旋态能级和 3o多条 跃迁是 

本工作首次指定．为了便于讨论 ，图中的转动带都 

有字母做了相应的标记，其中带 B，E，I和 J是原 

来已知 的能级结构，它们分别建立在 xg。，：E4o43 

9／2 ，ng7／2[422-1 3／2 ，ng7／2[4223 3／2 g7／2 

[404-17／2 v̂l ／：E523-]7／2一和 nh。1／：E55o31／2一组 

态上，而其它各转动带为本工作所获得的新实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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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同时，本工作还修正了带 B的退激方式、带 B 

和带 J的带头激发能．所建立的新带均与原来 已知 

能级连接起来．通过对 ADO系数的分析，确定 了 

各新带能级的自旋和字称．在所建立的新带 中，带 

A和带 D的其 中之一应为带 E的旋称伙伴带 ，在 

Cs的同位素 Cs[a]和 Cs[4]中都观测 了基 于 

7【g ／：[422]3／2 组态的耦合带．考虑到带 D的激发 

能位置符合 7rg ，：[422]3／2 组态带非优态能级序列 

的系统学规律，因此我们指定带 D和带 E共同基于 

7【g ／：[422]3／2 组态，分别对应 于非优态和优态 

带．带 A则指定为 7【cf。／：[420]1／2 组态．带 C和带 

F分别对应于带 D和带 E经历第一回弯后的延伸， 

而该第一回弯来 自于一对 h ／2中子的转动顺排．带 

H 由 6条 AI=1的 M1／E2跃迁组成，它的 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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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称和激发能位置都被准确地确定下来．该带可能 

的组态是 7【 5／2[420]1／2 vg ／2[404]7／2 

vh。。，：[523]7／2一．然而，考虑到这样 的实验事 实： 

第一，在这个核区的原子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三轴 

形变，手征孪生带现象在这个核区的奇奇核[5]中被 

广泛地观测到，最近在奇 A核[6]中也发现了这个奇 

特的现象；第二，带 I基于 7rg ／2[422]3／2 vg ／2 

[404]7／2 vh。。／2[523]7／2一组 态，丌g ／2[422] 

3／2 轨道位于 兀g ／2子壳层的底部 ，vg ／2[404]7／2 

和 vh。。，：[523]7／2一轨道分别位于所属子壳层 的顶 

部和中上部 ，满足手征孪生带 的生成条件；第三 ， 

带 H和带 I之间存在多条 AI=1的 M1／E2连接跃 

迁，预示着它们可能是基于共同的内禀组态．因此 ， 

带 H与带 I构成手征孪生带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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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s的能级结构 

3 结论 

本工作利用“ Cd(̈ N，5n)反应对 Cs的高 自 

旋态进行了实验研究，建立 了新的能级纲图．基 于 

对 7跃迁 ADO系数的分析，指定了 Cs的 7跃迁 

多极性和相应能级的自旋和字称．根据该核区转动 

带结构研究中所获得的系统学信息 ，以及本工作提 

取出的实验结果 ，我们指定 了 。Cs各转动带的准 

粒子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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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spin states in odd—A nucleus 。 Cs have been studied via the Cd(̈ N，5n)reaction at 65 

MeV bombarding energy． ／-7 coincidences were recorded with the N0RDBALL detector array at Niels 

Bohr Institute in Denmark After careful data analysis，most of the previously—known bands have been 

confirmed and 5 new rotational sequences have been identified．Spin／parity and configuration assignments 

are tentatively proposed fol all of the observed bands。In addition。the bandheads of the 9／2 [404]and 

1／2一[550]configurations have been re—located at different excitation energies in comparison with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high spin state；level scheme；rotational band；configuration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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