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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 了新发现的重粒子 丫=!
7

匀是 Α2 =>? Β 心 层子模型方案 中介子

的色激发态的可能性
7

指出在丫 能区
,

应存在三个色激发基态
,

并且表现为质量

约差 Χ7 −8 Δ 的两个峰
7

讨论 了< 的轻子衰变
、

强衰变
、

辐射衰变
、

二级电磁强

子型衰变的行为和 < 的产生行为
7

还给出伴随& 在
一

!7 , −8 Δ 能区还应存在许多

介子色激发态
,

其中至少存在四个弱衰变粒子
7

最近费米实验室在质子打靶实验中
,

观察末态 矿厂 质量分布
,

发现在质量 !7 − 84

附近有峰状结构
7

对实验结果的分析表明
,

很可能在质量 !7 − 84 附近存在两个或三个

中性重介子
7

对这两种可熊性定出质量值=以 − 8Δ 为单位 ?分别为
Ε

双峰 !
7

>  土 Χ
7

Χ  Φ ,  Χ
·

Χ Γ 土 Χ
·

Χ Φ ,

三峰 !
7

> Χ 士 Χ
7

Χ  Φ ,  Χ
7

Χ  土 Χ
、

Χ > ,  Χ
7

> Χ 土 Χ
7

 
7

由于这些粒子=依次称为 < , 丫
‘ , &

‘’

? 的质量远大于已发现的其它粒子
,

在理论和实验上

探讨其性质是非常重要的
7

在前文中9Η ,

我们曾建议一种层子具有整数电荷的 ΑΙ => ? Β 心 强子结构模型方案
7

指出了在较高质量处
,

可能存在色空间的激发态
7

对于介子的情形
,

首先要考虑的是色空

6间心 的二维表示
,

即色空间结构为

一

六
=旅 十 ’‘ 一 ’“

称

一

六
=, ‘ 一 ””’

的态
7

在该文中
,

讨论了 中族粒子和 卢族粒子可能的性质和行为
,

并且建议可能 少=Φ Γ # > ?

是
‘
成币?态

7

在本文中
,

我们讨论这种模型的另一可能分类方案
7

考虑到 < 的质量很高
,

有可能这个峰是币族介子
,

而 中=Φ Γ #> ? 仍是 ϑ=Φ Χ ! ? 的径向激发态
7

为了讨论简洁
,

本

本文  ! ∀ ∀年 Κ 月  日收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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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

文所有符号的取法都采取 〔Η 中的规定
,

并且在资料 〔
,

ΦΗ 中已讨论过的结果就直接引

用
7

在 【Η 中已给出
,

币族基态粒子中与光子有直接顶点的矢量粒子只有 。=币?
, 甲=币?

,

ϑ= 币? =这里假定了 Α Ι => ?的理想混合?
7

它们衰变到轻子对的部分宽度与 Λ , 。 , 甲 ,
ϑ =它

们都属于 。族
,

略去 苗 符号?的相对比例为
Ε

∃∃∃∃∃ 自自 沪沪 ϑϑϑ 。=萝??? 中=币??? ϑ=币???

!!!!! 666 ### ### >>> 斗斗

按照 汇 中假定的质量关系
,

对于介子的质量平方
,

存在下述等距规则
Ε

。=币? 一 。 一 甲=币? 一 甲 Μ ϑ= 币? 一 ϑ7

如果 < 峰是 币族粒子
,

则由上式得出 甲=中? 比 。=币? 约重 Χ7 Χ −8 Δ ,

而 ϑ=币? 比 。=币? 约

重 Χ7 >Γ − 8Δ
7

此外 。 , 甲 ,

ϑ 的径向激发态的 币色激发态质量将略高
,

如 价=Φ Γ #> ?的 币族

对应态 少=币? 的质量约比 。=中?重 Χ7 Γ − 8Δ
7

这样 丫 峰很可能包含 。=币?和 甲=币?两个

态=可能还包括它们的径向激发态 ?
, <

’

很可能是 ϑ= 币? =可能还包含 沙=币??
, 丫

’

与 & 的质

量差大体符合上述预言
7

在下面的讨论中
,

暂只讨论 。=币?
, 甲=中?

,

ϑ= 币?三个态
,

径向激发态的贡献不难类似

地计算出来而考虑进去
7

如果 币族粒子总宽度很小
,

则在 8Ν 8一
对撞中

,

有可能把 。=币? 和 中=币?区分开来
7

如

果 币族粒子宽度大于几十Ο8 Δ ,

则 试币?与 试币? 难于分开
7

不论哪种情形
,

观测 丫峰

的积分截面
,

一 Γ叮 二

卿
“ 一丽”

‘

是一个重要检验
,

并且如 3> Η 所述
,

可以和 丫的其它分类可能性区别开来
7

现在已发现在质量  
7

! − 8Δ 附近存在带电重轻子 砂
7

如果沪 确实存在
,

对于 。=中?
,

甲=币?
,
ϑ=币?每一个态都有三个轻子道

,

并且

1
8 。 Ε 1 Π , Ε 1

< Ε

Μ  
7

Χ Χ Ε  
7

Χ Χ Ε Χ
7

! ! ,

这可以作为 &是否是矢量介子和
Θ
轻子是否确实存在的检验

7

如果强相互作用中有破坏 心 对称性的部分造成色结构 ‘

一
币的跃迁 =更一般的讨

论参看附录 ( ?
,

则 币族粒子将可通过这部分强作用而衰变
7

我们讨论两种重要的衰变方

式
,

即 幸Ρ ∃ 十 ∃和 幸Ρ Δ Ν ∃ ,

其中幸为 币族矢量介子
, Δ 和 ∃ 分别为 苗族矢量介子

和鹰标介子
7

考虑到初态质量很大而且互相靠近
,

末态粒子质量远小于初态粒子质量
,

作

为初级近似可以假定相互作用是味空间 Α2 => ? 对称的并且略去相空间的修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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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幸
, Δ , ∃ 都作为 > Β > 矩阵代表相应粒子的味空间  Γ 重态

7

上述两种 心 破坏衰

变过程的有效相互作用分别为
Ε

加∃ , 1 <

味Σ=。
, ∃ ? ∃ 一 ∃ =。

二 ∃? Η
,

加
Δ ,

升
8 Π , Ε 。〔=Τ

,
幸

,

?=Τ
Ε

砚? Ν =。
Ε

ΔΤ ?=Τ
,

幸
,

? Η∃
7

在写出后一式时
,

假定了在味空间没有  和  的表示分裂相互作用项
7

上两式中的 1<

是对味空间求迹
7

至于相互作用的色空间变换性质为 币=即相当通常 Α 2 =Φ ?中的 几
,

破

坏项?
7

由上面写出的有效相互作用
,

可以得到两种衰变过程宽度之比为 Ε

幸、 ∃ 十 ∃Ε 。=币? Ε 甲=中? Εϑ =币? Μ Ε Φ Ε Φ ,

Θ 、 ∃ Ν Δ Ε 。=币? Ε 甲=币?Ε ϑ=中? Μ Γ Ε , Ε ,
,

这里宽度是指对指定类型衰变各种可能末态的部分宽度之和
7

考虑到含桑层子的粒子较重
,

相应的衰变到含架层子粒子末态的相空间较小
,

对上述

相对比例会有一定的修正
7

这些修正不难通过相空间的简单计算加进去
7

宽度的数量级取决于破坏 公 的强作用祸合常数 Θ和,
和 Θ和∃ 的大小

,

如果今后实验上

侧量了 < 的二体强子型衰变的宽度
,

则可以估算这些藕合常数的大小并与普通 苗族介子

的 心 对称的相应的藕合常数 加
∃,
和 加Δ∃ 比较

7

这有助于了解 公破坏的程度
7

当然这有

待于今后实验的进展
。

这类强衰变的主要特征是末态全是普通强子并很好满足通常的强作用选择规则
7

另一类末态也全是普通强子的衰变是通过二级电磁作用的强子型衰变
7

典 型 的 图

为
Ε

二洲Υ、尸声、
‘

ς厂Υ、Υ厂Υ、

图  

图  =
。
? 的贡献可以用矢量为主模型来进行估计

7

在研究 ϑ粒子衰变过程中
,

估算值

与实验值大体符合
,

其值是很小的
7

图 6=; ?的贡献在熟知的 。 Ρ 二十兀一 衰变中表现出来
,

其贡献远大于图  =
。
?

7

因此在两图都有贡献时
,

我们主要讨论图  =;? 的贡献
7

。=币?
, 甲=中?

,

ϑ= 中?都可以通过图  =;?机制衰变
7

利用上面给出的层子方案
,

略去

相空间的修正
,

给出它们二级电磁作用强子型衰变宽度和之比为  Ε  Ε  =参看附录   ?
7

要强调的是
,

在作这种衰变时这三种粒子的衰变末态行为分别相当于 Λ , 甲 ,

ϑ的强衰

变行为
7

因此可以从 。=币? 的强子衰变末态行为相当于 。 还是 Λ 来区分它究竟是通过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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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坏髯 的强作用还是通过二级电磁作用而衰变
7

例如
,

观察
< =。 =币? ,

, 、
一 ?

1 =。=币? , Ω Ν

< ?
对强衰变

应为零
,

对电磁衰变应为 >
7

由于 甲=币? 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衰变到 二十 , 一 ,

即使 甲=币?

和 。=币? 不能分开
, 甲=币?的混人也只是使二级电磁衰变的上述比值有所下降

,

并不会使

上述判据在性质上改变
7

为了对二级电磁衰变的空度作量级的估计
,

我们将

图  =;? 中三个图的合效果用如下的等效相互作用描写

=图 ?
7

假定顶点 幸
产

珠 的藕合常数除有效电荷外 是个

常数
,

考虑到普通介子的相应顶点是完全相同的机制
,

差

别仅在有效电荷与 )一− 系数的不同
,

我们可以由 。 Ρ 二十对,

的宽度
Ε

图

的宽度来预言 Ξ5 师? ,
,
、一

伽=, , 一“
一

, 一 # 二

牛黯护遇瞥<=95 一、
一

,

岛 Φ Ω 8 4

四

如果强相互作用很好满足 心 对称性
,

并且 Ψ Ζ 8[∴ 规则较好地成立
,

那么考虑到 币族

粒子质量很重并且互相接近 =都在 !7 , − 8Δ 附近?
,

可以预言 币族拉子的主要衰变方式可

能将为辐射衰变

幸Ρ ∃丫和 乡, Δ 6 ,

其中令
,

乡为币族矢量介子和度标介子
,
Δ

, ∃ 表 苗族介子
7

我们考察 。=币?
, 甲=币?

,

ϑ= 币? 的辐射衰变
7

为了方便
,

近似 取 刃,

丫
, 刃。为味 空间

ΑΙ => ?无混合态 =其中矿为 ΑΙ =钓 单态 ?
7

令, ∃6 衰变的有效电荷及其平方值按 我们

给出的层子电荷方案9 如下表所示
Ε

77777 =葵?申申 沪=奋?‘‘ ϑ=币?‘‘

]]]]]吐企企 ]二
Θ,, ]

8 Θ蛋蛋 ]二
Θ ΘΘΘ ]

5 Θ ΘΘΘ ]二
7 ΘΘΘ

兀兀兀 ΧΧΧ ΧΧΧ ΧΧΧ ΧΧΧ 000 000

刀刀刀 斌了了 材了了 >>> ΧΧΧ ΧΧΧ

刀刀
,,

!!! ∀∀∀ !!! ∀∀∀ 斌了了 666

头头头 666 666 斌万万 666 ΓΓΓ  ###

ΦΦΦΦΦΦΦ !!! ΓΓΓ 6 ### 斌了了 666

斌斌斌了了 666 了了了 666 ΓΓΓ ΓΓΓ

!!!!!!! ∀∀∀  ### >>>>>>>

名名]乏, 66666
⊥⊥⊥⊥⊥

兰兰
!!!!!!!!!!! !!!!! !!!

要对这些过程的宽度量级作唯象分析估计遇到一定困难
7

主要是由于 Ε = ? 普通介

子的辐射衰变之间的不协调
,

例如 。 Ρ , 。 和 矿。扩了之间不协调
,

由前者推算后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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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约大
7

倍 Π =? ϑ粒子的辐射衰变实验值比由普通介子辐射衰变利用过称性推算

的值要小几个量级
7

这些困难是过去就已熟知的
,

但却使对质量 Μ !
7

−8 4 的 币族介子

辐射衰变宽度的唯象估计很敏感于对模型动力学机制的具体假定
7

我们不对各种可能的

模型作细致的讨论和比较
,

而只唯象地估计其辐射衰变宽度的上限量级
7

假定辐射衰变

的有效祸合常数对各不同粒子相同
,

以 。 、 护了 为输人
,

可以估计出幸、 ∃丫 宽度的上

限为
Ε

<= 专、 ∃ , ? _ 兰 =典七丫< =。 、 , Ε ? 、 Ε 。。

Ο8Δ! Υ左
。

,
二 ς

其中用了 。 , 俨Ε 的 认
ΘΡ 一 生

7

如果用其它矢量介子的辐射衰变值作输人
,

得出的估值

要减小
7

如果考虑到形状因子的贡献
,

正象 ϑ粒子衰变中所看到的
,

可以估计实际值可能

会比上述估值要远远的低
7

这个估值说明了 币族矢量介子 。=币?
, 甲=中?

,

ϑ= 币?的辐射衰

变宽度最多能贡献到 ΧΧ Ο8 Δ 的量级
,

但真实值在数量级上也完全可以远小于这个上限

估值
7

五

< 峰是在强子碰撞中观察到的
,

我们考察它的强作用产生过程
7

必 对称性要求 币族

粒子必须成对产生
,

考虑到这族粒子质量相近
,

在阑上离阑不太近处
,

它们间质量差的影

响可近似地略去
7

考察它们在对撞质心系快度为零附近的产生
,

价层子的贡献随能量增

高而减小
,

并且层子的
“
味

”
质量差也可近似地略去 =因 币族粒子很重?

,

这样它们在高能

对产生时应近似满足
“味” ∋ 2 => ? 对称

,

即  Γ 种 币族介子产生截面应相同
,

其产生机制示

意图如图 Φ=
Ε
?所示

7

此外
,

由于 试币?
,

试币?
,

ϑ= 币?与胶子可以有直接顶点
,

还可以通

过先产生一对色胶子
,

色胶子再转化成介子的机制产生
,

这种机制如图 Φ=;? 所示
,

其所贡

献 。=币? 的产生截面比 甲=币?
,

ϑ= 币?大一倍
7

。=。 =乒?? Μ Τ =沪=乒?? ⎯ Τ =ϑ=乒?? Τ =。 =劳?? 二 。=, =乒?? 二 ΨΤ =ϑ=乒??

图 Φ

由于后一机制涉及介子波函数的零点值和较多的胶子藕合顶点
,

只要有效色藕合常

数不太大
,

其贡献远小于前一机制 =利用各种模型对波函数零点值的估算结果定性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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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匀

一样的?
7

我们可以只考虑前一机制的贡献
7

如果 Ε 峰是 。=。?和 , =。?
, Ε

,

峰是 ϑ=。?
,

则实验测得的 Ρ

粤α 之比应为
Ε

ϑ β 7 , 到

χ
Ρ

粤 
δ δ

耳
Ρ

粤ε
δ

δ

一 、
=, , 十 ‘

币, Ε Ρ ϑ=φ ?7

3 > 夕 ϑ ( 3 睁β ϑ <
‘

利用 , 一粤
, Ε

8 。

对这三态为
Ε  Ε 6

‘

,

得上比值为 一 <ϑ= 李,

仁主 十

一丫
Π

7

实验值为
<

, ⊥ ⊥ ⊥ ⊥

一一
,

⊥
·

⊥ 一 ‘ ⊥

一
⊥

⊥

一
’ 、丫 ‘

Υ< 。=司 < 杯钓 ς
⊥ ⊥

一Χ7  # Ε Χ7 ΧΓ ! Μ
· 7

Γ Ε 6,

这给这三个态的宽度之间以限制
7

例如其中一个态的宽度量级上小

于其它两态是不允许的
7

这个限制可以在
8 Ν8 一

对撞实验中观察这几个态的宽度来检验
7

在强子碰撞中产生 95 =币?
, 甲=币?

,

ϑ= 币? 的同时
,

还应可以产生其它 币族粒子
,

并且还

可以产生 卢族色激发粒子
7

它们都应是成对产生的
7

并且如果能量远高于对产生阑值
,

由于按 「
, Φ〕的讨论 币和 卢族粒子质量都相近

,

分布在 !一 Χ − 84 能区
,

在质心系快度

为零附近的产生截面应附合 ∋ 2 =钓 的预言
7

即各 币族和 卢族矢量粒子产生截面相等
,

各

币族和 卢族鹰标粒子产生截面相等
,

实验上应能观察到这些粒子
7

对于各 币族粒子
,

如果有 心破坏的强相互作用存在
,

则可以通过这种相互作用衰变
7

很可能其衰变宽度小于通常强衰变的量级
7

如果没有破坏公 的强作用存在
,

则其主要衰

变方式应为电磁衰变
,

其衰变宽度亦应小宁通常强衰变的量级
7

对于 户族粒子
,

按照 【」中讨论
,

它们在强作用和电磁作用中必须成对产生
7

卢族粒

子中
,

至少 , =刃
, Ω =动

,
γ =动

, / =刃 只能作弱衰变
,

其它粒子即使还可作辐射衰变=例如

抓司 、沪=动 Ν 丫? 其相空间都很小
7

值得注意的是与 俨 Μ 俨=。? 不同
,

俨=司 也只能

作弱衰变
7

币族和 卢族粒子的产生对高能碰撞大横动量现象可能有贡献
7

如果产生时横动量、

。,

则作二体衰变时可贡献的最大横动量可达
‘

∋− 8Δ ςΞ
,

这刚好是现在大横动量现象研究

的范围
7

在 !一 Χ −8 Δ 能区是否存在一批弱衰变粒子是对我们建议的分类方案的 判定性检

验
7

附录 ( 破坏 匀 对称性强相互作用的一般讨论

如果强相互作用中没有破坏 心 的部分
7

则介子色激发二维表示简并的解除将 通过

电磁作用
,

即自动分解为 币族和 卢族
7

如果强相互作用中有破坏 心 的部分
,

并且它比电

磁作用要强
,

则色激发二维表示简并的解除将主要由这部分相互作用决定
7

在三中我们讨论了这种破坏 公 相互作用变换性质为 币的特殊情形
7

一般说来这种

破坏 心 相互作用的变换性质将为 币
‘

和 户的线性组合
,

我们表如正比于
Τ币十 夕卢

,

矿 十 尸 Μ 67

考察色激发二重态简并的解除
,

显然司中? 十 夕χ玲 态将可以通过这种相互作用而衰变
,

而 节  币η Ν Τ( 砂 则不能
7

因此简并解除后观察到的将是这两种态
,

即 α斌η Μ 司币η Ν

夕ε砂 和 】澎? Μ 一夕】币η 十 司砂
7

在这种情形下
,

文中所讨论的色激发态的衰变性质都要

作相应的修改
7

这些修改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点 Ε

=6? 能与光子直接藕合的色激发态将变为 Γ 个
,

它们的 < 88 相对比例为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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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臼臼 沪沪 ϑϑϑ 田=癸
’

??? 华=币
,

??? ϑ=于
’

??? 。=厂??? 甲=尸??? ϑ=声
,

???

!!!!!    ### #Τ 呼Τ
,,

斗Τ ΨΨΨ
#俘 > 月777 > 口

孟孟

= ? 由于 币分量可作电磁衰变而 户则不能
,

因此 斌族和 澎族都可作电磁衰变
,

这两

族中相同味=和空间?性质的粒子的相同电磁衰变道之比=略去相空间的差别 ?为
Ε

斌
Ε
澎 Μ 矿 Ε

尸
7

当然由于澎族不能作强衰变
,

而 斌族还可通过 心 破坏的强相互作用衰变
,

因此澎族粒

子宽度比 斌族相应粒子要窄
,

而 斌族则仍应表现为窄宽度强衰变粒子
7

附录 Κ 关于强子型二级电磁衰变和匆 破坏强衰变的一些计算

考察 。=币?
, 甲=币?

,

ϑ= 币? 的强子型二级电磁衰变
7

引入味空间矩阵

、、、、‘77777了夕了ς  !
∀#∃ 。 % &! ∋

、

一行
矛
口

‘了声∀(‘∀∀且∀协∀,、

) ∗
。

书
∃。 一 沪∋ 。

丫 +

、、‘∀∀吸∀∀∀∀∀∀∀了产口
!+!!一! ,!

 

,

−( ∗
 

,

! !

+一,!!”

!!
‘声口,

.

色空间矩阵
、、、∀、∀ ∀ 矛口+ 
护

+!!一,

一

/一,!!
了布了了∀砰∀∀∀ ∀龟、、

−
‘

∗
 

, 存
0

按照通常 1 2 ∃ 3 ∋4 心矩阵表示
,

电荷算符为
5

− ∗ −了。  %  
 

! ∀# ∃ %

初态 &币族 ∋和末态 &奋族 ∋可分别表为  

(’ 币和 ( ) 苗二

存
∗。 ,

+

则二级电磁跃迁矩阵元正比于 ,∀ 〔&(’ 币∋ & − 苗∋ ∗
+

由于所有矩阵都是对角化的可以交换次序
,

利用

∗ + ! ! ∗ + ∗
田甲 ! 万芬甲 , 甲甲 一 一歹井功 一 一丁. 甲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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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匀

上式可化为
Ε

1 < 【=4
,

4 币。∋ 1 2〕

3 「 4 5百
+ 、 ∗

6 盲, ∀

3&( ‘− ‘∋ 戈7 ‘% ’

丫音。
, ‘ %

音
‘ ‘

’

∋5
,∀ & − , − 7 ∋ 丫

! +

8
9 ∀ 甲 月!

二户
’

:
斌万, ∀

& ( , ( , ∋ ·

,∀ &夕 ∋一一,;

<+3一3’

一一

8
十 一一 6罕

/ − /

, ∀ & − ’− ∋, ∀ &币
/∋

, ∀ &币
,

∋ 一 丫丁
, , ∀ & 币

,

∋ !

晋了了
, ∀ &丫 − = ,

, >

代入得
 ∗

一石一由于 , ∀ 币 ! 。

8

/了了
, ∀ & − , − ∋

一

专存
, · 〔−

’− & 0 , 一 ‘∋ ’

一

丫私
淤

+

少两 一 甲、 %
”

这表明 中族的三个中性态 。 &中∋
,

试币∋
,

<& 币∋ 经二级电磁作用转化成 击族时
,

其味空间

性质之变化为 。 、 尸
,

甲。 甲 , < ) <
,

并且其相对振幅之比为 ∗  一 ∗ ∗
+

在经过二级电磁作用转化为 。 态时
,

由于其质量很高
,

实际上将会通过许多道衰变
+

适当引入具体衰变道的有效相互作用 &例如 ( ? ≅≅ ∋ 后
,

可以估计同类型诸衰变道的相

对比例
+

但考虑到 Α粒子质量很高
,

我们可以在恙当模型考虑下来估计这三个色激发态

的强子型二级电磁衰变的总宽度之比
+

在讨论 Β% Β一
对撞的 Χ !

。 & Β % Β一
、 人∋

Δ & Β % Β 一
‘ 产%

厂 ∋
时

,

当质心系总能量远超过层子的
“
有效

”

产生闭 &当然不是指打出自由层子 ∋ 时 ,

强子末态总截面可以等效地用层子的对产生截面

来估计
,

并得到熟知的 Χ 二

高于 Β% Β 一
对撞中所估计的

·

艺
Ε ,

舀
,

买 的估计式
+

现在 。 &币∋
, 甲&币∋

,

<& 币∋ 的质量很高
,

远

Φ , 。的“
有效

”
产生阑

,

因此可以同样地估计强子型衰变的

总宽度
,

并且可以认为在这样高的能量下
,

层子间味 Φ Γ & Η ∋ 对称性较好地近似满足
+

由

此得强子型二级电磁衰变宽度比为  

相对振幅 宽 度 比

、、、44Γ Γ
! 4 。、 Ι Ι )4 。、

4
。、ϑ ,

一
尸 戈

叼 、
,

二

# #

卯&币∋

一
印&苗∋

一
Φ互

<&劳∋

一
<&‘∋

一
。亡

,
·

六
,

·

&
一

六∋
& 一 3 ∋

·

3

∗
+

∗

显然对 公 破坏的强相互作用衰变也得同样宽度比
,

但当 男 破坏的强作用与二级电

磁作用同时存在时
,

由于干涉现象的存在
,

它们的宽度比将偏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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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 Α 和 ∗ 分别表 男破坏强作用和二级电磁作用给出的 孕Ρ 层子反层子对的约化

振幅
,

则三个色激发态的强子型衰变相对振幅和宽度比为
Ε

α 相 对 振 幅 χ
7

宽 度 比

∗Ν∋

ΥΥςς六 =∋ Ν ∗ ?

。=劳?

六 =∋ 一 ∗ ?

Σ26ι2
7

ι

尸Υ

华=葵?一
Α互

ϑ=场?一
。云

∋ 一 ∗

∋ Ν ∗

 α
Ε

Ν α∗  一 Ψ, 8
=Α ∗ Ρ

?

  
’
Ν α∗  Ν Ψ, 8

=∋∗ Ρ
?

因此对强子型衰变应有
Ε

1 =。=币??
一 生 Σ< =甲=币?? Ν < =ϑ=孕??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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