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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等离子体中离子激发-退激发平衡关系, 构造一种离子激发组态之间满足的非 Boltzmann 分布, 利用这个

分布作为权函数对原子过程速率系数进行平均, 构造出一个扩展的碰撞辐射稳态模型. 利用该模型计算从低 Z 到

高 Z 元素等离子体平均离子电荷随电子温度的变化. 进而研究非 Boltzmann 分布对平均电离度和激发组态相对密

度的影响. 结果表明, 它对相对激发组态密度的影响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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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实验室等离子体绝大部分处于非局部热力学

平衡状态, 对磁约束聚变等离子体、激光等离子体

以及 Z 箍缩等离子体的辐射诊断工作, 都需要研制

相应的非局部热力学平衡( NLTE) 等离子体能级布

居动理学程序. 定量计算 NLTE 等离子体原子能级

布居是理解和诊断等离子体辐射性质的关键组成

部分
[ 1] . 只有在确定能级布居之后, 才能计算 NLTE

条件下等离子体的发射系数和吸收系数, 才有可能

定量解释 NLTE 等离子体的发射谱.

非局部热力学平衡条件下, 求解等离子体能级

布居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动理学方程组涉及大量的

原子结构和原子过程. 必须由原子结构程序或数据

库提供原子结构参数; 必须给出方程组中电子与原

子的碰撞激发与退激发、电子碰撞电离和三体复

合、辐射跃迁和辐射复合等典型原子过程的速率系

数. 近年来国际上组织过数次 NLTE 布居动理学专

题研究
[ 2—5 ] , 目的是通过一些典型例子对 NLTE 动

理学代码进行比较和验证. 从比较的结果看, 对结

构简单的低 Z 元素等离子体, 平均电离度计算的结

果逐渐趋于一致. 但对高 Z 元素构成的等离子体,

不仅离子电荷态的分布差别大, 就是平均电离度这

样的平均量, 差别仍然是明显的
[ 5 ] .

鉴于等离子体动理学方程的复杂性, Salzmann

提出一种简化一般碰撞辐射稳态模型求解的思

路
[ 6 ] : 在给定的离子态内, 假设激发态密度之比为

某种事先给定的概率, 以此概率为权重定义原子过

程速率的平均系数, 将原始的能级布居方程组简化

为 NLTE 电离复合平衡方程组. 我们根据这条简化

思路建 立 了一 个 简单 的 碰 撞辐 射 稳 态 模型
[ 7 ]

( CRSS) , 其中假设了在电离度确定的离子中各离子

组态数密度满足 Boltzmann 分布. 本文从激发 - 退

激发平衡方程出发, 导出在离子电荷确定下各激发

组态( 包括基组态) 之间的数密度分布, 在此基础上

构造新的概率分布函数, 再将这个概率作为权重函

数构 造 意义 更 普遍 的 扩展 碰撞 辐 射稳 态 模型

( EXCRSS) . 这个模型在自由电子数密度很高、或者

辐射自发跃迁与电子碰撞退激发速率系数之比很

小的情况下自动还原到 CRSS 模型.

由于 CRSS 不涉及到激发 - 退激发过程, 我们

在 EXCRSS中需要处理与这些速率系数相关的计算

问题, 本文对这些激发 - 退激发速率系数的具体计

算进行了介绍. 在建立模型之后, 计算了一些典型

元素等离子体的平均电离度随电子温度的变化, 并

与 NLTE-4 提供的结果
[ 5 ]

进行比对. 同时从数值上

比较了当前模型与以前模型的差异. 希望在这个模

型的基础上能够粗略估算 NLTE 等离子体的发射率

和吸收系数等, 用来分析 Z 箍缩实验测量的典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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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谱线的相对强度, 协助诊断“强光一号”上进行

的 Z 箍缩实验
[ 8, 9 ] .

2. 碰撞辐射稳态模型的推广

  从一般稳态能级布居动理学方程组出发, 推导

碰撞辐射稳态模型, 并说明 CRSS 与其他模型的关

系. 选择求解的对象是具体组态的数密度, 忽略具

体组态下各能级的差别, 这样就使求解的未知量个

数得到控制. 一般稳态能级布居方程组为 ( cgs 单位

制, 能量和温度单位是 eV) [ 6 ]

Nζ, m6
m′< m

Α( ζ, m→ ζ, m′) + ne Nζ, m 6
m′

Ι( ζ, m→

ζ+ 1, m′) + 6
m′

R
( r)

( ζ, m→ ζ- 1, m′)

R( d) ( ζ, m→ ζ- 1, m′)

+ 6
m′> m

ε( ζ, m→ ζ, m′) + 6
m′< m

D( ζ, m→ ζ, m′)

+ n2
e Nζ, m6

m′

R( 3 ) ( ζ, m→ ζ- 1, m′)

= 6
m′> m

Nζ, m′A( ζ, m′→ ζ, m) + ne 6
m′

Nζ- 1, m′I

×( ζ- 1, m′→ ζ, m) + 6
m′

Nζ+1 , m′

×[ R( r) ( ζ+ 1, m′→ ζ, m) + R( d)

×( ζ+ 1, m′→ ζ, m) ] + 6
m′< m

Nζ, m′ε

×( ζ, m′→ ζ, m) + 6
m′> m

Nζ, m′D( ζ, m′→ ζ, m)

+ n
2
e6

m′

Nζ+1 , m′R
( 3)

( ζ+ 1, m′→ ζ, m) , ( 1)

ζ= 0 , 1, ⋯, Z - 1,   ζ′= ζ±1,

m= 1 , ⋯, Mζ,   m′= 1, ⋯, Mζ′,

方程( 1) 中, ζ, ζ′表示原子被电离掉的电子个数, Mζ

对应的是 ζ确定后用组态表示的最大状态数. m, m′

是基组态或激发组态量子数组的缩写符号 ( m = 1

表示基组态, m =2 表示第 1 激发组态, 如此类推) .

电离度 ζ、各壳层电子量子数及电子填充数共同确

定某个离子状态. Nζ, m表示 ζ, m 确定后的离子数密

度, ne 表示自由电子数密度. A( ζ, m→ζ, m′) 是激发

态自发衰变速率系数, 对应于离子从态 m到 m′的衰

变速率. 各种速率系数中“→”表示变化方向, 该符

号的左边表示离子初态, 右边表示离子末态. I( ζ, m

→ζ+ 1, m′) 表示电子碰撞电离速率系数, R( r) ( ζ, m

→ζ- 1, m′) 描述辐射复合速率系数, R( d) ( ζ, m→ζ

- 1, m′) 是双电子复合速率系数, ε( ζ, m→ζ, m′) 是

电子碰撞激发速率系数, D( ζ, m→ζ, m′) 是电子碰

撞退激发速率系数. 左边最后一项 R( 3) ( ζ, m→ζ-

1, m′) 是三体复合速率系数. 方程( 1) 左边表示单位

时间、单位体积内离子从当前状态 ( ζ, m) 变化到其

他状态的个数, 方程( 1) 的右边表示单位时间、单位

体积内离子从其他状态变化到当前状态( ζ, m) 的离

子个数. 电离度为 ζ的离子数密度为 Nζ = 6
M
ζ

m = 1

Nζ, m .

粒子数守恒就表示为

ni = 6
Z - 1

ζ= 0

Nζ, ( 2)

其中 ni = ρ
mu A

表示单位体积内的核数. mu 是平均核

子质量, A是核子数, Z 是原子序数, ρ是等离子体质

量密度. 电荷守恒表示为

ne = 6
Z - 1

ζ= 0
ζNζ, ( 3)

方程( 1) —( 3) 构成稳态等离子体能级布居的一般

方程组, 其中考虑了决定能级布居的主要原子过

程. 求解一般能级动理学方程组很困难, 一方面在

物理上要具备大量的各种速率系数; 数学方面必须

求解大型非线性代数方程组. 此外, 每个离子有无

穷个激发组态, 必须选取有限激发组态才能实际求

解. 本模型中组态数目的限制, 则由选取的原子 ( 离

子) 结构模型确定.

 由于方程 ( 1) 中自发辐射衰变、电子碰撞激

发和退激发等过程并不直接改变离子的电荷状态.

如果忽略掉这些过程, 由一个事先假设的概率 Pζ, m

= Nζ, m /Nζ( 这个分布与激发 - 退激发过程有关 ) , 得

到 Nζ, m = NζPζ, m , 代入方程( 1) , 再对指标 m和 m′求

和, 就得到碰撞辐射平衡的电离复合方程组
[ 6]

,

Nζ+1

Nζ

= I( ζ→ ζ+ 1)
R

( 2 )
( ζ+ 1 → ζ) + ne R

( 3 )
( ζ+ 1 → ζ)

,

ζ= 0, 1, ⋯, Z - 1, ( 4)

其中平均速率系数被定义为对初态平均 ( 权重为

Pζ, m ) 和对末态求和( x 可以表示 r, d, 2, 或 3) ,

R( x) ( ζ→ ζ- 1) = 6
1≤ m≤ Mζ

1≤ m′≤M ζ- 1

Pζ, mR( x)

×( ζ, m→ ζ- 1, m′) ,

( 5)

R
( 2)

( ζ, m→ ζ′, m′) ≡R
( r)

( ζ, m→ ζ′, m′)

+ R
( d)

( ζ, m→ ζ′, m′)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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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ζ→ ζ+ 1) = 6
1≤ m≤ Mζ

1≤ m′≤M
ζ+1

Pζ, mI

×( ζ, m→ ζ+ 1, m′) . ( 7)

  在低密度条件下, 如果忽略方程 ( 4) 中三体过

程, 就得到适合于低密度等离子体的电晕平衡 ( CE)

模型; 在高密度的情况下, 如果忽略 ( 4) 中 R
( 2)

, 由

于碰撞电离和三体复合是互逆过程, 通过细致平衡

原理, 方程( 4) 就是高密度条件下满足局部热力学

平衡要求的 Saha方程.

方程( 4) 求解的前提条件是, 必须从别的物理

原理或近似得到概率 Pζ, m, 否则方程 ( 4) 的求解与

方程 ( 1) 等价, 只是形式上的改变. 在以前的模型

中
[ 7]

假设概率分布 Pζ, m = Nζ, m /Nζ满足 Boltzmann分

布, 不涉及激发-退激发过程. 本文从激发-退激发平

衡关系出发重新确定这个分布. Sobelman[ 1 0]
讨论偏

离 Boltzmann 分 布时引 入了下 面的近 似平 衡关

系式:

Nζ, mneε( ζ, m→ ζ, m′; T) =Nζ, m′ne D( ζ, m′→ ζ, m; T)

+ Nζ, m′A( ζ, m′) , ( 8)

 A( ζ, m′) = 6
m < m′

A( ζ, m′→ ζ, m) .

( 9)

( 8) 式左边表示电子碰撞激发, 右边第一项是电子

碰撞退激发, 右边第二项涉及激发组态的辐射跃

迁. ( 9) 式中 A( ζ, m′→ζ, m) 表示组态自发辐射跃迁

的速率. 根据细致平衡原理, 由( 8) 式导出,

Nζ, m′

Nζ, m

=
gζ, m′

gζ, m

·
exp( - ( Eζ, m′ - Eζ, m) /T)
1 + S( ζ, m′→ ζ, m; T)

, ( 10)

其中

S( ζ, m′→ ζ, m; T) ≡ A( ζ, m′)
ne D( ζ, m′→ ζ, m; T)

, ( 11)

gζ, m = 7
k

[ 2( 2lk + 1) ] !
wk ! ( 4lk + 2 - wk) !

,

( 12)

上式中 gζ, m是组态简并度, Eζ, m表示电离度为 ζ的离

子的第 m个组态的总能量, T 是电子温度. ( 12) 式

中 lk 表示 k壳层角动量量子数, wk 是第 k 壳层束缚

电子填充数. 反复利用 ( 10) 式, 就求出了新的概率

分布函数

Pζ, m ≡
Nζ, m

6
m

Nζ, m

=

gζ, m

gζ, 1

exp[ - ( Eζ, m - Eζ, 1 ) /T]
1 + S( ζ, m→ ζ, 1; T)

Pζ

,

( 13)

其中

Pζ = 1 +
gζ, 2

gζ, 1

exp[ - ( Eζ, 2 - Eζ, 1 ) /T]
1 + S( ζ, 2 → ζ, 1; T)

+ ⋯

+
gζ, Mζ

gζ, 1

exp[ - ( Eζ, Mζ
- Eζ, 1 ) /T]

1 + S( ζ, Mζ→ ζ, 1; T)
. ( 14)

  在自由电子数密度 ne 很高, 或者辐射自发退激

与电子碰撞退激发之比 A( ζ, m′) /D( ζ, m′→ζ, m;

T) 很小的情况下, ( 11) 式中偏离因子 S( ζ, m′→ζ,

m; T) 趋于 0, 这时 ( 13) 式还原到由 Boltzmann 分布

导出的概率. 因此, 这种分布其实是计入电子密度

效应的一种近似方式, 而 Boltzmann 分布是高电子

密度下的极限.

原子结构参数、电离速率系数以及复合速率系

数与 CRSS[ 7]
完全相同. 为了节省篇幅, 这里只作简

要交代. 为了计算原子结构参数, 采用 Faussurier 等

为聚变等离子体研发的类氢模型
[ 11 ] , 该模型考虑了

轨道量子数 l 引起的原子能级分裂, 拟合了数据库

中 15000 多个电离势和激发能数值, 能够对高 Z 元

素等离子体结构参数进行快速计算. 选取半经验的

Lotz 拟合式
[ 6]

来计算电子碰撞电离的速率系数, 而

三体复合速率系数根据细致平衡原理得到. 模型中

辐射复合速率系数采用了经典 Kramers 公式
[ 12 ] , 双

电子复合采用便于应用的 Burgess 拟合式
[ 10, 1 2]

.

3. 激发-退激发速率系数的快速计算

  由于本模型中涉及的激发-退激发速率系数在

CRSS[ 7 ]
中不存在, 当前模型需要这些速率系数, 下

面就介绍计算这些速率系数的一些细节. 由下式计

算吸收振子强度
[ 1 3] :

f( ζ, m( nl) → ζ, m′( n′l′) ) = 2
3
ΔEζ, m′; ζ, m

×
l + l′+ 1
2( 2l + 1)

R2
nl, n′l′,

( l′= l ±1) . ( 15)

上式中下标 m( nl) 强调振子强度是针对真实能级

的, ( nl) 和( n′l′) 符号说明跃迁电子初、末态对应的

主量子数和轨道角动量量子数. ΔEζ, m′; ζ, m ≡Eζ, m′ -

Eζ, m是跃迁能量( 原子单位 ) . Rnl, n′l′是与跃迁电子径

向波函数有关的积分. 径向积分采用 D’yachkov 等

开发的半经典方法( WKB) [ 14 , 15 ] . 一般而言, WKB 方

法计算结果的精度要优于类氢波函数法
[ 13]

. 积分所

需的跃迁电子初、末态能量以及相应量子数由原子

结构模型提供. 在实际计算中发现, 若仅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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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achkov等取中间过渡轨道量子数办法, 对某些跃

迁无法计算该方法中所需的经典椭圆轨道偏心率.

如果在 D’yachkov 等的近似失效时再由 Davydkin

等以及 Naccache 采用的近似进行补救
[ 15] , 就能顺

利地完成各种情况下的计算.

因为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组态概念之上, 通

过 Rose 在 GALAXY 代码中采用的转换办法
[ 16 ]

, 将

针对能级的振子强度近似为组态平均的振子强度,

f( ζ, m→ ζ, m′) = wζ, m( nl) 1 -
wζ, m′( n′l′)

2( 2l′+ 1)

×f[ ζ, m( nl) → ζ, m′( n′l′) ] ,

( 16)

这等价于对初态壳层填充电子求和, 同时计入末态

壳层电子填充引入的概率 ( wζ, m( nl) 是电离度为 ζ离

子的第 m组态 ( nl) 壳层中电子填充数) . 下面在各

种激发-退激发速率系数中将针对能级的公式直接

转换 成 组 态 平 均 的 形 式. 自 发 衰 变 速 率 的 表

达式为   

A( ζ, m′→ ζ, m) = 4. 34 ×10
7
( ΔEζ, m′; ζ, m )

2 gζ, m

gζ, m′

×f( ζ, m→ ζ, m′) . ( 17)

  采用 Van Regemorter 拟合式计算电子碰撞激发

速率系数
[ 10] ,

ε( ζ, m→ζ, m′; T) =3. 2 ×10- 7 ( Ry
T

) 3 /2f( ζ, m→ζ, m′)

×
exp( - y)

y
G( y) , ( 18)

y =
ΔEζ, m′; ζm

T
,

G( y) ≈
3E1 ( y) /2π,   y → 0,

0. 2000,     y > 1,

( 19)

其中 G( y) 在文献[ 10] 中有插值公式可用. ( 19) 式

中 E1( y) 是指数积分, 文献 [ 12] 给出了它的函数近

似拟合式.

根据细致平衡原理, 从 ( 18) 式得电子碰撞退激

发速率

D( ζ, m′→ ζ, m; T) =
gζ, m

gζ, m′

exp ΔEζ, m′; ζm

T

×ε( ζ, m→ ζ, m′; T) .

( 20)

这些激发和退激发速率计算出来之后, 再代入( 10)

和( 11) 式, 即完成这个模型所需的速率系数计算

工作.

4. 数值结果的比较和分析

  根据第 4 次 NLTE 动理学专题提供的数据
[ 5] ,

分别对碳、铁、锡和金等离子体平均电离度随电子

温度的变化进行计算. 文献 [ 5] 列出了当前世界上

约 20 个代码计算的结果( 文献[ 5] 只是将所有参与

数值对比的结果以绘图的形式给出, 一概不区分各

种数值结果对应的具体计算代码名称, 在下面各图

中用文献[ 5] 来标记取出的数据的来源) . 由于各种

代码计算结果差别明显, 提取数据时选取两个极端

结果和一个处于中间的结果, 将这些结果与本简化

模型结果进行比对 ( 分别见图 1—5 ) . 各图中以

EXCRSS 标识的是本文扩展碰撞辐射稳态模型的

结果.

图 1 在 ne = 1013 cm - 3 条件下 C 离子平均电荷随电子温度的变

化

图 2 在 ne = 107 cm - 3 条件下 Fe 离子平均电荷随电子温度的变

化

从图 1—4 的数据对比来看, 在平均电离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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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 ne = 1018 cm - 3条件下 Sn 离子平均电荷随电子温度的

变化

图 4 在 ne = 3 ×10 20 cm - 3条件下 Au 离子平均电荷随电子温度

的变化

方面, 本模型得到的结果基本上与其他程序计算的

数据接近. 一般而言束缚电子越多, 离子结构越复

杂, 结果差异就越大, 例如图 4 中金等离子体平均电

离度, 不同程序的对应数值之差大于 10. 在前几次

NLTE 专题数据比较中, 也有类似现象, 只是近年来

这种差别才逐渐缩小. 在接近于热力学平衡条件

下, 不同计算结果的差异主要反映了模型所采用的

原子结构模型的差别. 图 5 为金等离子体在 ne =

1021 cm - 3 , T = 2000 eV 条件下各种电离度的离子所

占百分比. EXCRSS 给出的峰值位置与其他程序计

算差别不大, 但电荷分布的范围比其他程序的结果

要宽. 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本模型使用的

辐射复合和双电子复合速率系数可能过大, 使得相

邻电荷态的离子数密度比值 ( 见 ( 4) 式) 变小, 这样

就会出现较平滑的分布. 如果 3 种复合速率系数中

只保留三体复合 1 项, 则离子数密度分布范围变窄,

但平均电离度会过大.

图 5 金等离子体在 ne = 1021 cm - 3 , T = 2000 eV 条件下各电荷

态离子的相对百分比

下面以碳元素等离子体为例, 研究 EXCRSS 与

CRSS计算结果的差异. 从( 13) 式可以看出, 它们之

间的差异应当在自由电子密度较低时得到反映. 图

6 对应于自由电子密度小( 107 cm- 3 ) 的平均电离度

数据, 图 7 是自由电子密度大( 10
19

cm
- 3

) 的相应数

据. 从图 6, 图 7 可以明显看到, 在自由电子密度小

的情况下( 图 6) , EXCRSS结果明显与 CRSS 的结果

分离; 在自由电子密度很大的情况下( 图 7) , 两个模

型的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在自由电子密度小的情

况, 偏移因子 S( 见( 11) 式) 较大, 对概率分布函数

( 见( 13) 式) 的影响明显; 相反的情形下, S 远小于

1, 对概率分布的影响可忽略.

图 6 在 ne = 107 cm - 3 条件下 , EXCRSS 和 CRSS 计算出的碳等

离子体平均电离度的比较

虽然引入非 Boltzmann 分布对平均电离度的计

算有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有限. 最重要的影响应当

体现在相同电荷态离子中不同激发组态数密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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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 ne = 10 19 cm - 3 条件下 C 等离子体平均电离度随电子温

度的变化

相对大小上. 由于在分析等离子体谱线强度中, 发

射谱的线强度正比于谱线对应的上能级离子的数

密度, 所以这样的细致物理量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

突出这个效应, 在图 8 和图 9 中给出了两个模型对

C3 +
离子各激发组态数密度的相对值 ( 为了方便比

较, 将占主要份额的基组态 m = 1 剔除, 然后对各激

发组态数密度归一化 ) , 计算均在自由电子密度 ne

= 10
7

cm
- 3
、电子温度 T = 7 eV 的条件下( 参照图 6

图 8 在 ne = 107 cm - 3 , T = 7 eV 条件下 CRSS 计算的 C3 + 离子

各激发组态数密度的相对值

的条 件 ) 进 行. 在 激 发 组 态 数 密 度 之 间 满 足

Boltzmann 分布的情况下 ( CRSS 模型所采用) , 由于

Boltzmann 分布为带权重的指数分布, 所以第 1 激发

组态( 图 8 中的 m = 2) 占绝对优势 ( 对数坐标) . 而

在非 Boltzmann 分布的 EXCRSS 模型中, 占最大份额

的激发组态是第 4 激发组态( 图 9 中的 m= 5) . 两者

计算的激发组态分布完全不同, 尽管它们的平均电

离度差别不大( 见图 6) . 图 10 是自由电子密度高的

情况下( 参照图 7 的条件) 电离度为 3 的碳离子各

激发组态相对值, 由于这时自由电子密度高, 偏离

因子 S很小, 这时 EXCRSS 与 CRSS 计算出的各激

发组态差别也很小, 基本上为指数分布. 图 8—10 中

的“局部震荡”是离子组态简并度的周期变化引起

的现象, 从左到右中各峰值的全局变化趋势是概率

分布的体现.

图 9 在 ne = 107 cm - 3 , T = 7 eV 条件下 EXCRSS 计算的 C3 + 离

子各激发组态数密度的相对值

图 10 两种模型在 ne = 1019 cm - 3 , T = 7 eV 条件下 C3 + 离子各

激发组态相对数密度的比较

5. 结论和讨论

  本文建立的模型是 CRSS 模型的一个自然推

广, 关键点是根据激发-退激发平衡关系, 在激发组

态( 包括基组态) 之间构造一个非 Boltzmann 分布,

借此构造碰撞辐射稳态模型中一种新的概率分布.

同时还介绍了快速计算相关原子过程参数的方法

和一些计算经验, 并利用该模型建立的程序对低 Z

到高 Z 元素等离子体平均电离度进行计算. 与其他



 ]5594 物  理  学  报 59 卷

程序计算结果的比较表明, 本文建立的模型具有可

接受的精度, 而其复杂程度与一般模型
[ 17—19 ]

相比则

简单得多. 简单模型使用方便, 可用于 NLTE 等离子

体中一些物理量的粗略估算. 进一步通过具体算例

研究了新的概率分布对平均电离度的影响, 特别是

对激发组态相对分布的影响. 在自由电子数密度很

低的情况下, 非 Boltzmann 分布对等离子体平均电

离度有些微的影响, 而对组态数密度相对分布的影

响则很大. 如果我们主要关心诸如电离度这样的平

均量, 则何种概率分布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例如

对等离子体连续谱的计算. 如果关注谱线强度, 则

具体概率分布就显得重要.

本文认为下面两点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 电离

复合方程组中双电子复合速率系数很难定量确定,

使用的拟合式
[ 10]

较为粗略. 具体计算中需要各种材

料、各种电离态下各种具体能级跃迁对应的复合系

数
[ 2 0] , 在 NLTE-4 代码比较的总结中特别强调需要

独立地研究这个问题
[ 5 ]

. 高温等离子体中双电子复

合是主要的离子复合过程之一, 在确定电离-复合平

衡方面特别重要. 第二, 碰撞稳态模型的关键想法

是将激发-退激发过程与电离-复合过程进行分离处

理, 激发与退激发对电离与复合的作用通过某种概

率分布函数以间接的方式来计入. 在激发-退激发方

程组中包含更多的激发-退激发过程, 可以构造出更

一般的概率分布. 例如强的外部辐射环境下, 在激

发-退激发方程组中包括辐射激发就是一种更广泛

的扩展.

感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颜君研究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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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non-Boltzmann distribution is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ion excitation-deexcitation equilibriumin plasmas, overwhich
the rate coefficients of atomic processes are averaged, and an extended numerical model for charge state distribution of

plasmas in collisional radiative steady state is established. The model is used to compute mean ion charge for various

plasmas, ranging from low Z to high Z elements, as a function of electron temperature and density. Furthermore, the

effects of non-Boltzmann distribution on mean ion charge and ion excited configuration population a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on excited configuration population is evidently affected by the non-Boltzman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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