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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工作通过重离子融合蒸发反应 110Pd (7Li,4n)113In布居了奇 A核 113In的高自旋态，入射束
流能量为 38MeV 和 50MeV。对比早期的研究工作，该核的谱学信息被极大的拓展，总计 82 个新能
级，120余条新的 γ射线被观测。在此基础上，4条新的强 △I=1转动带被建立，其组态被分别指定为
π(g9/2)-1⊗ν(h11/2)(g7/2)-1⊗ν(g7/2)2、π(g9/2)-1⊗ν(h11/2)(g7/2)-1⊗ν(h11/2)2、π(g9/2)-1⊗ν(h11/2)2⊗ν(g7/2)2和
π(g9/2)-1⊗ν(h11/2)2⊗ν(h11/2)2。理论上，基于自洽的倾斜轴推转相对论平均场方法 (TAC-RMF)，对上述
△I=1结构进行了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其具有磁转动的特征。在对 △I=2带的研究中，我们也观测到
了 1条新的 △I=2转动带，通过系统学研究及理论计算表明，该结构源于处在 g9/2上斜轨道的质子，跨
壳激发到具有侵入特性的 d5/2轨道，进而该带的组态被指定为 πd5/2。此外，先前已知的 πg7/2带被
拓展到了 51/2+能级，由中子 g7/2/d5/2拆对顺排引起的上弯被观测。基于倾斜轴推转壳模型计算，该
组态带回弯之后的结构被指定为候选的反磁转动带，这也是国内报道的为数不多的几例反磁转动结构。
值得一提的是，本工作还首次建立了先前悬空的 πh11/2高 j侵入带与低激发态之间的多条退激路径，
基于新的退激路径，实验上稳固确定了该带的激发能、自旋及宇称，这也为深入系统地研究该组态带
的转动特性提供了必要的实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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