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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激光分离同位素理论及其应用，重点介绍了原子激光法分离同位素过程各部分的理论，并
较详细地讨论了各个过程的物理特性。
此外，还介绍了分子激光法和激光化学法分离同位素的理论及其应用。
    激光分离同位素是一门多学科综合性技术。
因此，本书只能按激光分离同位素过程的各个环节分别进行理论描述。
全书共分八章，其中对原子分子光谱，原子法分离同位素理论，光与原子相互作用，离子引出收集，
高温蒸发以及蒸发动力学过程进行了全面分析。
    本书可作为应用、原子分子光谱研究、熔池传热、真空蒸发，特别是同位素分离专业的教学用书，
亦可作为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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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模拟计算过程大致如下： （1）首先给定相关的物理参数，如模拟区域的面积，取
定的网格数，模拟粒子数等。
 （2）模拟真空蒸发过程，在时间t=0时，模拟区内所有网格为空的，即无粒子存在。
 （3）粒子注入，增加一个时间步长，从蒸发源表面处按粒子为麦克斯韦速度分布，在时间间隔△tm
内随机产生Nsi个模拟粒子注入到模拟区。
 （4）粒子碰撞，用处理粒子碰撞的方法，计算、处理每个网络内粒子碰撞。
 （5）粒子运动，在时间步长△tm内，各粒子按碰撞后的速度运动到新的网格内，重新分配了各自的
位置。
 （6）粒子取样，每进行一段时间步长的计算后，便将各物理量对时间平均取样一次。
计算中所有时间步长的总和应与实际真实气体流动形成的时间一致。
 （四）蒙特卡罗法模拟二维平面蒸发 在这节里，我们就蒙特卡罗法模拟无限长窄平面真空蒸发过程
进行具体讨论。
当所研究的坩埚长度L与液面宽度d相比，L＞d时，把这种蒸发过程视为无限长窄平面蒸发。
二维平面蒸发如图7.4—1所示。
蒸发过程是以y—x平面左右对称。
因此，计算时只考虑熔池右半部的蒸发过程。
 1.模拟区网格的划分 为计算方便，通常将所研究对象的物理空间划分成许多小的网格单元△r。
每个网格的大小和形状要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空间形状进行选择。
按照在△r范围内宏观量没有明显变化的要求，一般选取△r小于分子平均自由程。
其次，为保证对粒子间的碰撞模拟得更真实，网格内的模拟粒子数不能太少，一般要在七、八个以上
。
因此，根据物理量在空间的变化规律，网格的大小在模拟区域内也要作相应的变化。
如平面蒸发的粒子数密度在空间以r—1的规律减少。
为保证网格内有足够多的模拟粒子数，网格的大小应按随空间的距离以指数规律增大。
另外，要根据所研究问题的空间形状选择坐标系，这时网格的形状也不一样。
不论哪一种形状的网格，对粒子碰撞的处理总是在三维空间里进行。
对于二维平面蒸发流体的模拟是针对任意“薄层”内的真实流体进行的。
“薄层”厚度的选取原则是以“薄层”内的模拟粒子数与实际分子数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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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核科学技术丛书:激光分离同位素理论及其应用》可作为应用、原子分子光谱研究、熔池传热、真空
蒸发，特别是同位素分离专业的教学用书，亦可作为有关专业的科技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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