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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的应用
◼ 反应堆控制棒重要毒物材料

◼ 热中子屏蔽材料

◼ 探测器转换材料：中微子测量

 Gd的实验数据
◼ 热区能点差异大

◼ 可分辨共振能区数据较少（1-103eV）



Gd的制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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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直径：mm 厚度：mm

Gd-157金属靶 40 0.005

天然Gd金属靶 40 0.005

天然Gd金属靶 40 0.1

天然Gd金属靶 40 0.5

天然Gd金属靶 40 1

铅 40 2

金 40 0.1

155Gd（14.8%）

156Gd（20.47%）

160Gd
（21.86%）

157G（15.65%）
158Gd（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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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中子俘获截面测量

 实验测量
✓谱仪：CSNS Back-n飞行时间谱仪

✓探测器：C6D6探测器阵列

✓测量方法与原理：基于脉冲高度权重

技术的总能量型探测原理

实验样品
✓ 197Au：标准截面，验证数据处理程序

✓ natPb，:  中子散射及伽马本底

✓ Gd + 吸收片 ：定量本底

✓ 157Gd: 俘获截面测量（φ=40mm，4.75μm）

✓ natGd: 俘获截面测量（φ=40mm，5μm/0.1mm/1mm)

✓ 空靶测量：环境本底及样品的放射性测量

157Gd 40x0.00475 natGd Au,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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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共振技术

脉冲高度权重技术

饱和共振吸收技术

 实验安排（5.24-6.02） 测量技术方法

探测器效率修正

中子的能谱测量

本底测量和刻度

Gd的测量实验



C6D6探测效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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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效率修正后的中子俘获产额计算不再与γ射线级联过程相关，仅与靶核的中子结合能Sn

以及入射中子能量En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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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D6探测效率的加权的修正方法
157Gd 197Au



绝对中子注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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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过程中绝对中子通量未知，利用197Au靶
4.9 eV的共振峰的产额结合实验测量的源中
子能谱来确定全能谱范围的产额。

源中子能谱

4.9 eV,出现平顶
（饱和）现象，
俘获产额等于1

197Au加权产额

结合中子能谱和金靶饱和共振峰确定绝对入射中子通量

数据初步分析中子能谱使用的是之前的版本



产额及本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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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峰位拟合来刻度T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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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成分的本底归一方式

◼ 有中子束流情况下的本底，用Li-Si 探测器的积分计数来归一。

◼ 无中子束流情况下的本底：用测量时间来进行归一。

测量的本底

既包含中子本底，又包含γ本底，采用Pb的靶进行本底测量，吸收片本底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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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射中子本底计算



样品+ 吸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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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片材料 强吸收峰能量

Ta/钽 4.28 eV,
10.34 eV

59Co/钴 132 eV

Ag/银 5.2 eV

115In/铟 1.457 eV

1.45ev

132 eV

In-0.1mm



散射中子束内伽马本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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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吸收片计数的谷底，来拟合束内伽马本底

Gd



截面分析初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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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Au俘获截面

⚫ 实验误差主要来源于中子能谱和本底扣除，放射性等忽略

⚫ 1ev左右In吸收峰不太明显

⚫ 在可分辨共振区实验截面高于评价值，需进一步分析

197Au的俘获截面用来验证数据处理流程
157Gd俘获截面

197Au



我们开展了157Gd和不同厚度natGd俘获截面的测量，并初步的分析了

157Gd的数据，共振能区本底扣除尚存在问题

热区本底还需通过模拟手段进行进一步扣除，对处理的natGd数据，结合

157Gd截面和ENDF给出Gd155等其它同位素的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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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结

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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