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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子学宏观实验研究工作，是一种应用基础研究工作。
中子学宏观实验研究主要进行的实验测量是中子在物质中的输运行为及中子在物质中一些特定核反应
过程。
而中子在物质中的输运过程表现最突出的则是中子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后能量及数量的变化。
由此中子学宏观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则是测量中子在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后中子概率谱的变化，
另外要测量的则是中子在物质中的一些特定反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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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1.2 中子学宏观实验的目的和意义鉴于人类社会不断扩大的需要，对核数据库提出了越来越
高的要求，要求其可靠性及精确性都要不断提高。
核数据的来源都是由实验结果得出来的，这就是微观截面实验测量给出的结果。
但事实上由于实验不可能满足所有核数据的实验条件要求，同进经济、技术条件也存在巨大困难，而
且也不必要对每个数据都去进行实验测量，因此实际上采用了更灵活的方法，这就是用理论模拟计算
结果来获取核数据。
而对那些重要的或例于实验测量的核数据进行实验测量，将实验结果与计算结果进行比较，从而确定
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或进一步改进计算，使计算方法得到实验的验证或检验，从而确立数据库。
也就是多数核数据不可能由实验给出，要通过核反应系统学理论计算给出，即用有限的实验结果，支
承起全部数据库。
显然这样的数据库还应当通过设计一些实验来进行进一步检验，因为核反应系统学的基础只能是实践
。
在实际核工程设计计算时，这些数据库中的数据并不能直接应用，而是要将其转化成群常数。
这是因为中子在介质内的输运过程中，通过中子与物质原子核的相互作用，中子能量会不断连续变化
，由此中子输运方程也就必须是多个能群的方程组，对每一个方程必须将其连续变化的中子截面值化
为一个适当的常数，以便设计计算能得到一个确定结果。
也就是说，群常数是求解中子输运方程必须输入的数据。
可以看出，中子迁移计算结果的精度，取决于中子群常数的精度。
而中子群常数显然是以核数据库为基础的，但群常数的制作过程也无疑会对群常数的应用结果带来直
接的影响，即群常数的制作也会直接影响工程理论计算结果的优劣。
由此制作出的中子群常数也必须设计一定的实验进行检验，否则群常数的可靠性得不到保证。
另外，由于实际工程装置的复杂性，要想完全一样地按实际工程装置进行计算是难以办到的，一般是
将工程装置简化成一定的模型来进行计算。
由此对工程计算结果准确性的检验还应包含有对简化模型的计算是否合理的检验。
当然，计算方法更要进行检验。
不管是制作群常数的计算方法还是实际工程设计的计算方法，都必须进行检验，只有通过检验，才能
达到正确使用并获得正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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