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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们把高能态的核自旋经过某种非辐射途径释放能量回到基态以恢复Boltzmann平
衡的过程称为核的自旋弛豫（nuclear spin relaxation）。 自旋弛豫有两种，一种是自旋—晶格弛豫，另
一种是自旋—自旋弛豫。 （1）自旋—晶格弛豫 简单地说，自旋—晶格弛豫就是处于高能态的核自旋
体系与其周围环境——“晶格”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在液体中，由于分子的布朗运动，存在一个涨
落场（fluctuating field）。这个涨落场来源于体系中分子的扩散、旋转等快速的无规则运动（布朗运动
）。尽管在某一定时间内各点涨落场的频率与相位的统计平均值为零，但在某一瞬间是有某一确定值
的。当这个涨落场的频率与某核自旋的Larmor频率接近时，该核自旋就会与涨落场发生能量交换，即
高能态核自旋将能量交给环境分子，使之增加运动动能，而核自旋本身回到基态。相应的特征时间称
为自旋一晶格弛豫时间（spin—lattice relaxation time），用T1表示。因为自旋一晶格弛豫是使宏观上纵
向（z轴方向）磁化强度由零回复到Mz0，故又称其为纵向弛豫（图3—6）。 1H的T1大约在10～s～1 s
之间，13 C的T1约在10～s～103 s之间。T1值在同一分子中的不同核之间差别较大，这些差别来自不同
弛豫机制、结构环境和体系的运动状况。 （2）自旋—自旋弛豫 简单地说，自旋—自旋弛豫是核自旋
之间的交换，即高能态核自旋与低能态核自旋相互接近时，高能态核将能量传给低能态核。这是因为
它们是同种核，Larmor频率相同。这样，低能态核成为高能态核，高能态核成为低能态核。显然，这
种弛豫不能达到保持和恢复核的基态过剩状态，自旋体系的总能量也不发生变化。但是在核磁共振时
，核自旋受射频场的相位相干作用，使宏观的净磁化强度偏离z轴，从而产生了一个x—y平面上的磁化
强度分量Mxy（图3—5下图），而自旋—自旋弛豫是通过自旋交换，使偏离x轴的净磁化强度Mxy回到
原来的平衡零值状态（即自旋矢量均匀地分布在锥面上）。这种弛豫称为横向弛豫，与此相应的特征
时间称为自旋一自旋弛豫时间，用T2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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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记得第一版在学校图书馆看见的，绿皮，小开，书很薄但是很实用，波谱速成法宝。现在第二版
换成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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