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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相互作用对 1／2一[541]带带交叉频率延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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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转动框架 1：的经验近似，提取了A=160区4个核的剩余 p-n相互作用对 1／2～[541] 

带的带交叉频率延迟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于奇z核中1／z一[541]带的带交叉频率的延迟，剩余P— 

n相互作用的影响大约占二分之一左右，表明剩余 p-n相互作用在其 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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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z核的S带表现出来： 

在 A≈160区，奇 Z核的 1／2一[541]带的带交 

叉频率和其 它带 相 比有 很大 的延迟 ，如在"。Ta 

和 。̈Ta中1／2一[541]带的带交叉频率的延迟分别 

达到了 5O keV和 75 keV，用包括了对相互作用和 

形变变化的 CSM 模型对这种延迟 的估计也只能达 

到一半左右L1 ]，留下了约一半的偏差没有得到解 

释，文献[3]认为用只包含形变变化 的目前存在的 

各种模型来解释该问题是很 困难的．鉴于近些年来 

在解释A≈160区奇奇核 1／2一[541] vil3／：带中旋 

称反转点和能级摆动规律上剩余 p-n相互作用在其 

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否是这种剩 

余相互作用导致这种偏差．本文试图通过转动框架 

下的经验 近似[83，对 p=n剩余 相互 作用 对 1／2一 

[541]带的带交叉频率延迟的影响进行提取，找出 

剩余 p-n相互作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 计算过程 

一 准粒子的 Routhian，e ( )，可由下式得出： 

e ( )一 ei(O)一 ， (1) 

下标 i代表各轨道 ，ei可以经验地从奇 Z核和奇 N 

核中得出．对于两准粒子带 h91z 来说， 

PgA= eg+ eA+ VgA ， 

egB= eg+ el+ VgB， (2) 

和 n代表相应 准粒子之 间的剩余相互作用 ， 

Vp 一 + n．这种描述也可以通过偶偶核和奇 

AB一 + PB+ 2A+ VAB， 

egAB= eg+ eA+ PB+ 2A+ V B̂+ A+ V,B 

： eg+ eAB+ VgA+ B， (3) 

2△为对作用 ，设定 AB=i +i ，并且假定在偶偶核 

和奇 Z核中它们都一样 ，这样在偶偶核和奇 Z核中 

的带交叉频率的偏移可用下式来表示： 

(gAB)一 (gAB)一 (AB) 

：  土 ． (4) 
IAB 

如果 egA，e B，e ，eA和 eB都可知，那么就可以 

从中提取剩余相互作用．一般情况下 1／2一[541] 

i。 带没有和基态连接起来，所以绝对的 和 e n 

是不可知的．但如果 1／z～[541] i ：带与其它带 

有连接，比如 hu／z 。3／2带等，对公式(2)加以改造 

就可以得出下式： 

(VgA+ VgB)一 (V A+ V B)≈ (VgA+ VgB)一 2V A 

： ( — eeA)+ (PgB— e B)+ 

( A— eB)+ 2(e 一 eg)． (5) 

因此要从奇奇核 中有效地提取剩余相互作用， 

就必须满足下面的要求：(1)奇 Z核、奇 N核和奇 

奇核中的h。／：带、i。3／2带和 h。／： 。3／z带必须连接到 

基态；(2)奇 Z核中的h。／：带与 h。。／：带相连，奇 N 

核中的 i。3／z带和基态 相连 ，h。／2 i13／2带与 h1。／2 

i 。／：带相连．选定 h ／：带作为参考的原因是该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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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研究过，且 该带的带交叉频率与偶偶核相 

近，带交叉频率的差异可用 CSM 模型中的形变变 

化来解释．以  ̈Tm为例，根据公式 (1)和(2)通过 

hnlzo ：带，得出 导致的带交叉频率的差异约 

为0．01 MeV，与 h。／： 。3／2带相比非常小 ，这样就 

可以假定 +V ≈O，通过公式(5)进行计算．在 

特殊情况下，也可用 g ／： ：来代替．考察 A≈ 

16O区时发现 h。／： 带 的 14个 核 中有  ̈Tm， 

Tm，" Ta和" Re 4个核是满足上述情况的，通 

过对这些核的研究也可以对这种假设进行验证．计 

表 1 根据公式计算出的 导致的带交叉频率 

的偏离与实际上的偏离的比较 

a ∞ V + gB 8 ∞(gAB) 百分比 
lAB／靠 ． 

／keV ／keV ／ke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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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Residual P—n Interaction on Crossing 

Frequency Delay of 1／2一[541]B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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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estimated the effect of residual p-n interaction on the crossing frequency delay of the 1／2一 

[541]band of four odd—Z nuclei through the empirical method．The result shows that about half of the 

shift in crossing frequency in the 1／2一[541]band is the effect of residual p-n interaction．The residual p-n 

interaction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ossing frequency delay of the 1／z一[541]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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