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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一( 波函数在相对时间

趋向无穷大时的渐近行为

何柞麻 张肇西 黄 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在我们建立的复合粒子场论中曾广泛地应用 = 一( >=≅ ΑΒ ≅ 一

Χ; 8Δ≅ Α≅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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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假定似乎并不一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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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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ϑ ΚΛΜ 曾在

标量粒子组成复合粒子的情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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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中>
Φ , 尸?在类时方向上振荡地趋向无穷大

,

不能满足假定> ?] 因此
,

在复合粒子场

论中一系列推导将成为疑问
,

在文 〔8一 �」中所证明的各公式不一定再能成立
9

我们在文 〔Υ 」中曾重新审查了复合粒子场论体系
,

发现理论的建立并不一定需要有

> ?式
9

对于 = 一( 波函数将能乘上一个任意的衰减函数
,

这就能给出文 【 
一�β 中各个公式

本文  ! ∀ ∀ 年 # 月  �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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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困难
9

这是由于 Χ 矩阵在质壳外可以任意延拓的结果
9

本文将指出
,

除了上述解决办法外
,

>8? 式的假定仍是可以成立的
9

注意到 ϑ ΚΛΜ 解

式 >� ?并不是 =一Χ 波函数的普遍解答
,

它对应于零质量的复合粒子
9

在渐近场论中通常是

不能容纳零质量的粒子的
9

这就需要讨论非零质量 = 一( 波函数的渐近行为
9

然而
,

普遍地

讨论这问题将是很困难的
,

这是由 =一( 方程求解的困难造成的
9

这里讨论非零质量复合

粒子的情况时
,

只用非零质量近似解来说明它的渐近行为与零质量解是很不相同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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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利用 > � ? 式得到 > Υ ?式时
,

相应 > � ? 式中 友一 。 的项正好相消为零
,

因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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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贡献的项是 反Ι  的项
9

对于这种情况考虑到我们前面已用到渐近展开
,

一 般 需 要

在 >  ? 式中增加由 > Τ? 式给出的低一阶的渐近展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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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表面上看也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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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现在迁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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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所用的 >δ ?式是一个近似的 =一Χ 波函数
,

但它在弱束缚时是一个很好

的近似波函数
9

此外
,

具有 > Υ ? 的渐近行为是由于式>δ ?中存在 >Δ
,

力 的因子
,

而这一因

子在复合粒子质量不等于零时必须存在
,

因为这一因子是由原 = 一( 方程的微分算子移到

分母上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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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渐近行为> Υ ?可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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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的是
Γ
联系到两个

粒子无相互作用完全自由时>是平面波?
,

它们相对运动波函数是定常振荡的
9

即使它们

有些相互作用但不形成束缚态
,

也不处在共振峰处
,

只是把平面波扭曲
,

其相对运动波函

数也具有定常振荡的性质
9

因此
,

在这里发生了一种十分有兴趣的情况
,

即无束缚
、

有束

缚和极强束缚 >把粒子质量完全束缚掉 ? 三种情况的 =一Χ 波函数在类时区的渐近行为很

不相同
,

而且有束缚的情况并不是简单介于无束缚和极强束缚两种极限情况之间 ]

最后我们在此对朱洪元同志的许多有益的讨论表示感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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