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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在核子中存在玻色型荷电部份子:双夸克;的可能性
6

对核子中双

夸克的分布函数作出一定假设选取适 当参数后
,

将它们的贡献和原有的 >(? 计

算结果合起来
,

能够使
。一# 深度非弹散射中预言的 , 一 玉值与实验数据较好的

口丁

符合
6

一
、

引 言

轻子深度非弹性散射过程中的标度性破坏比
刀 ,

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 论
6

微扰的

>≅ ? 在解释标度性破坏方面已得到相当的成功
6

所预言的结构函数 .式
二 ,

少;也与实验

数据符合较好比
Α

6

然而在另一方面
,

>≅ ? 预言的 , 一 玉 的数值都太小
,

几乎都低于实
Β 0

验值的下限
,

而且预言它们随 少 的增加而迅速地减少
,

也与实验不符肠
‘,

6

当人们考虑了

靶核的质量修正和较高扭曲度 :
9Χ ΔΕ9 ; 效应 Φ7Γ 以及部份子固有横动量效应 ΦΗ 后

,

理论上得

出的 , 值仍然比实验数据小得多
6

在夸克
一部份子模型中

,

熟知有 ( Β55 ΒΙ
一

− ϑ4 ΕΕ 关系
, , 基本上为零

6

因而自然地可以想

到
,

如果核子中除开夸克
一
部份子外

,

还存在某些玻色型部份子的话
,

则天不再等于零并且

能使 , 随口
,

的变化与 >(? 所预言的不同
6

当这种玻色型荷电部份子所占比率相 当小

时
,

它们只对 , 有明显的效果而对 . Κ
则影响不大

6

因此核子中玻色型部份子的存在可能

是解决上述困难的办法
6

有关玻色型荷电部份子的性质
,

我们提 出如下的设想
Κ 如所熟知

,

两个夸克不能形成

单态
,

因而它们不能成为独立的物理粒子
6

但是在核子内部
,

由于有夸克海
、

胶子场以及

特别是在第三个价夸克等产生的强
“
背景场

” 的作用下
,

这样的两个价夸克可能形成紧束

缚系统
,

因而在核子中产生双夸克结构
6

在
8 一+ 深度非弹中

,

可以料想当 少较小 :例如

少 落 Λ∀ −8 Μ Ν

;而当
Ο 足够大:例如

劣 Π ∀
6

或 ∀6 7; 时
,

这种双夸克结构的确存在
,

并且它

本文  Θ  年 ! 月 ΛΛ 日收到
6

邹国兴教授于  !∀ 年 7 月中旬因病逝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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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光子作用时的行为有如 自旋为整数的部份子
6

基于这种想法
,

下面在对这种荷电玻

色子的分布函数的形式作出假定并适当地选取参数后
,

将它们的效果和 通常用 微扰 的

>( ? 计算结合起来
,

的确能使理论上预言的 , 值与实验数据较好符合而同时结构 函 数

. Κ 又没有明显的影响
6

作为对玻色型部份子效应的研究的初步试探
,

我们没有打算对核子中的各类部份子

在考虑了玻色型部份子后
,

重新全面的作出参数确定化工作 Ρ 而是在考虑了玻色型部份子

:双夸克 ;的效应后
,

对于原来的夸克
一部份子的分布函数

,

仍然直接借用 ΣΤ ϑΒΕ 和 − 朗Υ 8ϑΕ

的结果 ΦςΑ
6

后面将看到
,

核子中双夸克的成份的确非常少
,

因此它基本上不影响原来的夸

克
一
部份子的结构函数的归一化

二
、

分 析 和公 式

对于
8一# 深度非弹性过程

。 Ω #一
8 十 Ο 在单光子近似下对应图

0 一

于
‘:“

‘

, Κ 二:‘, ΞΨ ,,厂
仍
:4 , ,“

, ·

Π
,

的散射振幅为

:Λ
6

;

图 5 。 十 #Ζ
。 Ω Ο 过程的单光子交换图

相应的微分截面是

矛丁

[口[ 护

矿∗ ,Λ

∴
]

Ν

一号
Ω Λ砰

7‘一

号<
·

:Λ
6

Λ ;

其中 及
,

形分别是初态和末态电子的四动量
,

在实验室系中它们的能量分别为 ∗ 和 属:#6
Ρ

;是靶质子的四动量和极化
,

而 Β 是实验室系中的散射角
6

] 5和 ] Κ
是由下式定义的两

个结构函数
、

Ρ

一众万∴
“

一
Ξ。

, ·

, 〔,二
。
:
·,

,

, Ρ ,

:”, , ,“
, ·

Π

一 :
⊥ , ,

一

呼、
、 :

” ,

_
⎯

α Λ、 6

了
Ι 尸

·

_
α

、
_ β 一

χ

二下 、ϑ 拜

一 ⎯ 下, 叮拌

似
一 、 _

一 β

6

:
δ

,

一

钾
,

·

、]
Ν
:一 、’;

·

_
⎯

:Λ
6

ς ;

其中 ε 为质子的质量

宁Λ χ

了 β

χ , 二

” ,
, 6

,

日
一 夕

“

χ 一 份乙乙 Ε5 Ι ⎯

一
, 妙 χ一 Λ

生里 χ ∗ 一 ∗
’

: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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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个独立的运动学变量
6

引入标度性变量

Λ产
·

8一+ 散射的物理区是 ∀ : Ο 毛
6

当 Ο
”

的 , 8⊥ ⊥ 8 区
6

α 一卫
叮 Νε

, ’

时对应弹性散射而
Ο
一 。时是高能 :

,
一 ≅4 ;

照通常一样
,

我们引人两个无量纲的结构函数

尸,

:
Ο ,

口
Λ

; χ ε Χ
Ν

:
, ,

口
,

;
,

ϑ Ν

:
Ο ,

> ,
; χ , Χ Ν

:
Μ ,

口,
;

6

这样 :Λ
6

Λ ; 式可改变为

:Λ
6

7 ;

卜卫∴竺‘一 丝竺里全万
[口[ Μ >

,
2

。。 7 Λ

号
. Ν

:一 口”Ω ’

念
7 7矛旦 . 、

:
Κ ,

δ
“

;
Λ

矿∗
‘Λ

>
令

。 φ
, 口

6

Λ 八
,

Μ Ν

γ
6 ,

Σ 5
ϑ Ν 、≅ 4 Ε ⎯

—
月卜

⎯

—
气

χ 一
份二 7 ⎯

— ϑ
,

‘ Λ 十 , γ ⊥
乙
β

‘

Ν Γ
:Λ

6

Η ;

其中

, :
Ο ,

夕
,

; χ

ε β
了罗 十
, γ 萎卜

:一 。
Λ

, 一 . 5

:一 “”

. 5

:
Ο ,

夕
,

;
α 吸

叮 0

:Λ
6

Θ ;

正好就是熟知的纵
、

横虚光子吸收截面比值
6

对于 ,
。 ≅4

,

夕
,

、 ≅4 而 Ο
固定的标度性区域

,

、 生
Λ Ο

俨一少
十

因而

丝 φ
5

万 、

, η
. Ν

一 Ν Ο . ∋

ΝΟ . Δ

如果核子中只有夸克是荷电
,

则朴素的部份子模型得出 ≅ Β55 ΒΙ
一

− ϑ4 ΕΕ
关系 . Ν

一 Λ 万 . 5 χ

∀
,

因而 几 以及 , 基本上就为零
6

通常一般认为
, , 不为零都是来自对朴素部份子模型的

各种修正
6

但是如果核子中还存在玻色型荷电部份子时
,

那么即使在朴素部份子模型近似下 ,

也不会等于零
6

它们的效果可以如下说明
6

为此
,

我们先写出对于自旋

β
八

,

、
了 、了 χ 1 ,

—
,

γ Λ β

的部份子与电子的弹性散射截面

斋
一

罕∴
− “一:二 。

Λ

,
。。 7 Λ

号
Ω Λ

:
‘Ω

歹;
− ∴一:二 >

Ν

,
&‘·’

号<
·

:,
·

! ,

其中运动学因子 ‘沪和 说
“
分别为

。∴
。, 一 。, ‘Ρ

。, 一 Ο , ‘Ρ告
, 一 5 , ‘

Ρ告
, 一 5

。 ; 一 : Ω 、
;

,

竺
,

。Ρ
; 一 5 Ω

竺‘上土兰
Ω Κ Λ

竺、
α

ς  
艺

ς  
‘ γ Λ >

Ν β
⎯ :Λ

6

 ;

二 为矢量荷电部份子的反常磁矩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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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常办法
,

我们得出

ϑ Ν

:
二 ,

口Λ
;

. ∋
:

Ο ,

口,
;

8一+ 深度非弹性散射的总结构函数

一 艺
Ρ ‘

·
, :

Ο ,

>
,

;。全, :
Ο ,

夕,
;

,

一 竺 :
Ρ Ω 琪、又

Ρ ‘
·
;:
二 ,

δ
,

;。Ρ
·;
:
二 ,

>
Ν

;
6

, γ 少 β 气司
’

一
’ ⎯ ⎯ ⎯

一
:Λ

6

∀;

而 .“ , :
Ο ,

口,
; 则是自旋为

= 的各种类型部份子之和

尸‘
·

, :
Ο ,

> ,
; χ 万 δ Κ

·
,
’Ο Ρ ∴

杏
, :

Ο ,

口,
;

6

:Λ
6

;

以“ 为自旋为
‘

的第 ‘种部份子的电荷
,

砂, :
Ο ,

>Ν
; 为它的动量分布函数

,

这里已假定它

们与 少有关
6

由 :Λ
6

∀ ; 式得

, :
Ο ,

口
Λ

; χ
艺

Ρ 。, :
Ο ,

>今工−犷, :
Ο ,

夕今一 − ∴
·

,:
Ο ,

δ今Α

艺 . ‘
·

, :
Ο ,

口,
;− 犷, :

二 ,

口,
;

:Λ
6

Λ ;

如照上节所假设
,

玻色型部份子的分布函数比起原来夸克
一
部份子的弱得多

,

则只须对夸

克
一
部份子的效应求出它的 >( ? 修正

,

而无需考虑玻色型部份子的修正:事实上对这种复

杂的动力学系统
,

目前也不知道如何用 >(
? 求出其超过朴素部份子模型的修正项;

6

对

于夸克
一
部份子的 >( ? 修正

6

我们下面采用能以解析表达式给出 . Κ
随 少 变化的 ΣΤϑ ΒΕ

和 − 8

χ
ϑΕ 的结果

,

他们得出的 凡:
二 ,

δ Ν
; 在 少 的很大一段范围内相当好地与实验 符

、
Ρ 2 。

:劫
,

α

。Λ 、 小策八。。 Ζ , 。 , Ζ Ζ 。Ζ 。。 , 。 ? 终丫 。 Ι Ν 、 从、 Ζ 。 。 。 Φ∋

合
6

让 凡到:
Ο ,

少; 代表 >( ? 修正后的夸克结构函数部份
, , ‘全’:

Ο ,

夕; 为相应的 , ,

则

Ρ Λ
:

Ο ,

。Λ
; 一 Ρ

5告;:
Ο ,

>
,

; Ω 八:
Ο ,

口
,

;
6

:Λ
6

ς ;

其中

△Λ
:

Ο ,

>
,

; χ .三
。, :

Ο ,

夕
,

; Ω ‘5
, ’:

Ο ,

⊥ ,
;尸三

‘, :
Ο ,

口‘
;

6

另外由 :Λ
6

Λ ;式推出

, :
Ο ,

口,
; χ

. Ρ:告,天:备; Ω . :。;Ω ϑ :。:‘盆
‘; 一 ‘∴

‘;;

尸Ρ:圣; Ω Λ 二 ϑ ‘”‘∴
, ;

:Λ一 ;

其中

尸三:备; 才;

Ω , :奋;

而 . ‘∀;:
Ο ,

少;. :
;:

Ο ,

>ι ; 分别是标量和矢量双夸克贡献的结构函数
6

三
、

玻色型荷电部份子和它们的分布函数

关于玻色型荷电部份子的存在的必要性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
6

首先
,

如果要求部份

子模型对于从不相干迭加的深度非弹散射向相千迭加的弹性散射 :牙
Λ

、 ε ’
或

二
、 5;

过渡时
,

能给出连贯性的动力学图象
,

则要求在核子内部应有双夸克或甚至有叁夸克的

紧束缚结构
6

可以设想
,

当 少 不大而
Ο 从某值 :如

二 χ ∀6 或 4
·

7 ; 向
二 χ 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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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在引言中讲过的
“

背景场
”
作用下

,

就可能有少量的双夸克紧束缚结构形成
,

而当
Ο
趋

于 时
,

还可能出现叁夸克的紧束缚结构
6

虚光子与这种叁夸克态的作用也许正好对应

于弹性散射
6

当然这种叁夸克紧束缚态本身并不就是核子
,

因为物理核子中除开它们之

外
,

还包含海夸克和胶子
6

其次
,

在强子一强子反应中也表明在重子中要求有这种双夸克紧束缚态的存在
6

对于

介子
一重子两体反应

,

几乎所有电荷交换和有奇异数交换的过程 :例 如 ϕ⎯⎯ 十 # 4 ε。 Ω

:)
,

尸
,

%蕊;
,

其中 ε
。

是中性的非奇异介子 ;
,

仅仅用对称的 Ε Τ :Η ;模型不可能 很 好 解

释实验现象
,

只有在加上双夸克成份后
,

才能与实验很好地符合 ΦΘ
6

现在考虑核子中可能有哪些双夸克态
6

由于下面我们对于那些
Ο 《 的软双夸克没

有兴趣 :在
Ο ; ∀

6

或 ∀
6

7 时
,

海的贡献基本上为 ∀;
,

就只限于由两个价夸克组成的双夸

克态
6

因而在质子中只有 :ΤΤ ; 和 :Τ[ ;两种双夸克
6

它们的量子数见表
,

这是根据 Κ :Δ;

质子是色单态
,

故在色 Ε 1 :ς ; 中
,

由于 ς Ο ς 一 ςΖ Ω Η 知双价夸克只能取 ςΖ 表示
6

:ΔΔ;

双夸克态由两个费米子组成
,

总波函数必须满足反对称要求 :见表 ;
6

表 质子中双:价;夸克9 子数和群表示 :由于核子的旋 β Λ ,

故排除双 :价;夸克中 Ε χ Λ 的态;

双双 夸 克 类类 >:
8为单御御

κκκ ∋∋∋ 自旋 ΒΒΒ 轨道 555 总角动量 &&& 味 &1 :ς ;;; 色 Ε口:ς ;;;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示示 表 示示

111 111

叼ςςς Λ β ςςς ∀∀∀ 555 Η :对称;;; ς Ζ

:反对称;;;

5555555555555 ∀∀∀ Η:对称;;; ς Ζ

:反对称;;;

共共
:Τ [ Ω [ Τ ;;; β ςςς Λ厂ςςς 555 ∀∀∀ 555 Η :对称;;; ς Ζ

:反对称;;;

333 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Λ 5555555555555 ∀∀∀ Η :对称;;; ς Ζ

:反对称;;;

尖尖 :
Τ [ 一 [ Τ

;;; β ςςς Λ β ςςς ∀∀∀ ∀∀∀ ∀∀∀ ∀∀∀ ς Ζ
:反对称;;; ς Ζ

:反对称;;;

333 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 ∀
6

ς Ζ
:反对称;;; ς Ζ

:反对称;;;

由表得知:除最后一行外;
,

所有
, χ 5 的矢量双夸克态对应 Η 味表示而

, χ ∀ 的标量

双夸克态对应 ςΖ 味表示:如果认为双夸克紧束缚态 5 只能取 。,

则此规则严格成立;
6

从上面分析
,

可以写下矢量和标量双夸克态的结构函数

. :‘,
:
尤 ,

口
,

; η 口乙
Τ Ο ⊥毛廿:

Ο ,

口
,

; Ω Νδ 乙[ Ο ⊥胃:
Ο ,

口
,

;

竿
Ο ⊥思:

二 ,

夕
Λ

; 十
乡

粤
二。么梦:

Ο ,

口
,

;
,

夕

:ς
6

;

. ‘。, :
尤 ,

口Λ
; χ Λ  已[ Ο ⊥留:

Ο ,

夕
,

; 一号
绍留:Ο

’

口
Λ

;

关于玻色型荷电部份子分布函数 ⊥ :Ο
,

>ι; 对
Ο 和 口, 的依赖

,

目前只能根据直观 的

推想作些初步的分析
6

首先看它们对
Ο
的依赖

,

如果要求从不相干散射到相干散射物理

机制有连贯性的过渡
,

则推测双 :价;夸克分布函数在靠近
二 χ 5 这端的权重比起价夸克

分布函数的要大些
6

再假定 ? ϑ8 Ι
一

%ΒΙ 的论点坎
, ,
对于双夸克态讲来也成立

,

则在 Ο
、

; ? ϑ8 Ι 和 %ΒΙ 预言
,

如果核子的弹性形状因子 − 、:9; 在
君
大时行为有如 − 、:9; χ 9一” ,

则相应的电生结构

函数在
Ο , 时的行为将是 .

Κ

:
Ο
;

,
.

Ν

:
二
;χ : 一 二

;
, ” 一 , 6

Σ 54 4 Υ 和 − Δ5Υ 4 Ι 用其它动力学假设也得到了相

同的结论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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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
Ο
分布预料为 :5 一 Ο;

“,

夕; ς
6

另一方面当
Ο
一 。时预料它 将有 砂:Β ; ∀; 的 行

为
6

这里因为当夕
Λ
固定而

之

χ 4 时 :这对应
,

一 ≅4 ;
,

深度非弹结构函数中主 要部份

是对应高能衍射过程中 #4 Υ 8ϑ4 Ι
的海夸克和胶子

6

已知它们的分布函数在
Κ χ ∀ 处有

Ο 一 ‘

的行为
,

而对应于 , 8
⊥⊥

。
极点的价夸克分布函数有

Ο 一圣的行为
〔! 6

因此在
二 χ ∀ 时它

们的贡献比海夸克对和胶子的弱得多
6

可以再进一步推测
,

双价夸克态 :可能对应那些

8Ο 49 Δ≅ 的 , 8⊥ ⊥ 8
极点;在

二 一 。的贡献就更弱因而当
Ο

, ∀ 时预料有 尹:
。 ; ∀;

6

这样就

可以假设核子中双:价;夸克态的
Ο
分布将有如下简单形式

⊥ :
Ο 5=δ

,

; χ Ο “

: 一 Ο
;
尸,

Β ; 4 ,

夕〕 ς ,

:ς
6

Λ;

至于 ⊥ :Ο
, =

少;随 矿 的变化
,

它只能由形成各种双夸克态的非微扰机制确定
6

然而可以

预料当 护 , ≅4 时 ⊥ :
Ο ,

少; 应趋于零
,

这是因为由于渐近自由而根本不可能形成双夸

克态
6

另一方面
,

我们下面将假定
,

当 少 在较小的一段范围内 :具体说 Λ 镇少 : Λ∀

− 8 3 Ν
;

,

 ‘, :
Ο ,

,> Λ
;是

‘

>Ν
的光滑函数

,

而且要求双 :价;夸克的结构 函 数 △
Λ

:
Κ ,

’

> ,
; 基本

上与 少 无关
6

满足这一要求的简单做法就是让 & χ ∀ 的标量双夸克态与少 无关
、

只是
Ο
的函数而

, χ 的矢量双夸克态适当地考虑其
“
形状因子

” 6

它们的具体形式只能从符

合实验而确定
6

四
、

结果和讨 论

下面将在 Λ : 少 毛 Λ∀ − 83 , ,

∀
6

7 毛 Ο : ∀
6

! 范围内与实验比较
6

按上节末的说法
,

我们假定双:价;夸克的结构函数可表为

.留;:
Ο ,

口
Λ

;

尸公;:
Ο ,

夕Λ; χ 一

χ λ Ο ς

:5 一 Ο
;

, ,

一
二,
:5 一 Ο

;
, ,

工乙

ε
Λ

:斗
6

;

Ω 又

式中的下指标 3 是表示价夸克的结构函数
6

.沪中对 少的依赖可以看作为矢量 双夸克

态的形状因子
,

后面将会看到
,

正由于引进了这种因子而使得双:价;夸克的结构函数

△ Λ
:

Ο ,

>Ν
; χ .留;:

Ο ,

口Λ
; Ω − 三

, ;:
Ο ,

> ,
;.公;:

Ο ,

口Λ
;

,

在所讨论的范围内与 少基本上无关
6

现在讨论如何确定参数 λ 和 又
6

首先
,

在 ∀6 7 簇 Ο 镬 ∀6 ! 范围内
,

海夸克和胶子的贡

献完全可以略去
,

如果荷电部分子只有夸克而不考虑双夸克
,

则质子中价夸克分布函数的

归一化条件
Κ

Τ 。
:
Ο ,

少;[Ο χ Λ =Ρ
‘·:一 >”“一

‘
:

6

Λ ;

完全可以用
8 一# 深度非弹散射中的结构函数

:
‘

生 Ρ Λ
,

Ρ
:
二 ,

尸Κ
中的价夸克部分 凡

, Κ 的积分表出

少;[
Ο χ :

6

ς ;

当核子中除开价夸克外还有双:价 ;夸克时
,

我们将 :
6

ς ; 式看作是总的 :价; 结构函数应

该满足的条件
6

由 :Λ
6

∀; 式得知
,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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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令
Κ .梦, 3 :一 > ,

; Ω .护;:
Ο ,

口
,

; Ω ‘三
‘;:

Ο ,

>
,

;.铲
,
:

Ο ,

夕
,

; Α [ Ο χ 5
,

:
6

;

其中恻
, ;是由 :Λ

6

 ; 式给出的矢量双夸克的运动学因子
户: φ 一

川
、
一

, 卜 口,

了 十 尸 二
α Λ

α

夕
,

、
2 Γ Ν

’

、Ψ , 包产 少 ⎯
88 0 一一

χ

, 丁二
χ

、 一

—
—

飞 几 一甲丁吧下一了
,

一
一

ςε
乙

丫 γ Λ 斗ε
‘

丫 β

注意相应的毋;和呼 都简单地等于
6

将 :
6

; 式代入 :
6

; 式后算出

=Ρ令墩
Ζ

,

>ι; [Ο 一 ‘一

磊 ‘Ω ‘

斋

:斋;
’

< :
6

7 ;
护一!

十
φ

6

、

—
月一

2Λ !∀

5 十 ‘Λ

ς Η∀
:具、
γε

‘ β

正如第一节中所假设的
,

只有当核子中双夸克的 几 率 很 小 时
,

才允 许 我 们 对 于

或致
二 ,

>ι; 直接引渺
Γ
中的 >≅ ? 计算结果

6

因此 :,
6

。; 式中的参数 , 必须很小
6

参数 、

则由符合实验而确定
·

如果取一
‘

:湍
为
μΒ ;

,

发现要求 △:二 卯 基本上与 少 无

关的条件是 又取得较大
,

这儿我们取 兄兜 Λ∀
6

这样
,

当取 λ χ ∀6 ς 时
,

则当 Λ 簇 少 蕊 Λ∀

−8 Μ Ν ,

:
6

, ; 式右边从 ∀
6

  ∀ 变到 ∀
6

 ! 7
,

即双 :价; 夸克的贡献在结构函数的整个积分量

中只占
6

∀关一
6

7多
6

然而下面看出
,

当核子中有这么一点儿双:价;夸克
,

就会对 , 产生

颇大的影响
6

由 :Λ
6

ς; 和 :Λ
6

∋? 式
,

算出了
8一#深度非弹性散射中双 :价;夸克的效果

,

其结果见

表 :Λ ;以及图 :Λ ; 和图 :ς ;
6

可以见到这样得到的比值 , 与实验数据符合情况明显比其

它作者
。一习 ,

得出的都要好
6

. Κ :Ο
,

>
Ν;

雌 「—

洲=
Κ

<
ΛΛ∀ΛΗ∀!∀

Ι1Ι八 ! 廿
衬日过∀#∀∃场%∀∃&∃#∃妮∋(∋∃∀#%&比∃()∗+∃+∃+∃+∃+∃+∃+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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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
0 1( & % ∀ % # %( %∀ %# %( 2

“) 3 4 5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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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7八8曰 9门

∃
+

∃ (

∃
。

∃,

、
+
: ; 下

一厂 卜气一护丁一卜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2
戈 )34 5

∃
+

∃#匕
(

图 ∀

& %∃ % ∀ %# % ( 2
∀ )以? “∗

≅ ΑΒ Χ

Δ

取不同值时 凡 )
二 ,

少∗ 对 少 图虚线为

等人 Ε∋% 考虑了 扩 阶各种修正和靶质量

Φ Γ 的修正后的最佳符合 )注 二 ∃
+

#− 34 ?∗
,
实

线是加上双 )价∗ 夸克贡献后本文得出的结果

匕% 二‘ 匀 二
匕 益 Η 七 卜 工 甲 。 Ι

( 了 & , %∃ % %%∀ %∋ %# %, ∃ ∀ ) 3 ! ? 艺 ∗

图 ∋ Δ
取不同值时 ϑ 三 几Κ叶 对少 图

、

虚线
为 ≅盯ΒΛ 等人

‘∋ 〕
的最佳符合

,

实线是加上双
)价∗夸克贡献后本文得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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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作几点有关说明
Κ

:Δ; 由图 :ς ; 知
,

双夸克态对 ,
一

数值确有很大的影响
6

在我们讨论的
Ο 和 少 范围

内
,

只要核子中双:价;夸克量 占总价夸克量的
6

, 多
,

计算的 , 值就能在误差范围内与实

验数据符合
,

而且与 〔ς 中由>(
? 计算出 , 随 护 变化趋势相反

,

我们预言 , 在这段 少

范围内将随 少 而缓慢地增加
,

看来这也与实验相适应
6

:Δ5; 从图 Λ 看出我们得到的 .ι :Ο
,

>勺值比起 〔ςΑ 的大约都大 7 外
,

并且计算值超

过了实验误差范围
,

尤其在
二
大时更为明显

6

然而对于这点可以不必看重
6

这只是我们

为了简单是将双夸克贡献硬加到 【ς 的结果上面
,

而没有重新全盘地去符合实验以定出

所有参量数值带来的问题
6

如果注意到在
二 Π ∀

6

7 时 凡:
二 ,

少; 的值很小
,

而且随
Ο
继续

增加它很快地趋于零
,

则在原则上完全可以只要稍稍改动一下 【ςΑ 的参量数值
,

就能使得

. Κ
在

Ο Π ∀
6

7 下降 7务而又能基本上不改动其它各量
,

使总的 . Κ 和 , 值随
Ο
和 少 的变

化都与数据较好符合
6

:ΔΔ Δ; 我们选取 凡的值相当大
, 又 η Λ∀

,

表明双夸克态中以标量双 :价 ;夸克为主
,

然

而也需要有少量的矢量双:价;夸克
6

如果只有标量项的贡献 :又Ζ ≅4 ;
,

会使 , 值随 少增

加迅速减少而与实验不符 Ρ 另一方面
,

只有矢量项时
, , 随 少增加急剧地上涨更与实验不

符
,

同时 少小时又太小
6

:ΔΜ ; 因为核子中双夸克的比重非常小
,

我们只是在朴素部分子模型基础上估计了它

们的效应而没有考虑 >(? 对它们效果的修正
,

估计这些修正是不重要的
6

核子中双:价;夸克态的 么
Κ

:二
,
>

,

;和比值 , η 。 Κ

β 。
Κ

:见 :Λ
6

;式;

▲:
Ο ,

>
Ν

; , :
Ο ,

>
,

;
>

,

:−
8Μ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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