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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 06 9= >?
≅

近似下
,

用 Α9 ∗Β ≅! Χ 关联的波函数研究了原子核中短程关联

对高能强子弹性散射 的影响
7

为此
,

采用了 Α9∗ Β≅! Χ 波函数的行列式的形式
7

对

Δ Ε% 8
Φ Γ 的 厂

一 “Φ 的弹性散射进行了计算
,

并与实验结果作了比较
,

结果表明
Η

短程关联对微分截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7

原子核中核子
一
核子间存在着一种力程非常短的

、

很强的排斥力
,

即排斥心
7

通常

我们把核子间的由这种非常强的短程排斥性相互作用引起的关联称做原 子核 的 短程 关

联Ι6Α
7

在一般的原子核壳模型位势中
,

是没有包含这种短程关联的作用的
7

因此
,

假若考

虑了这种关联
,

那么必将对原子核的独立粒子波函数的性质引起一些修正
,

由此也会影响

到高能粒子和原子核相互作用的各种物理过程
7

所以近几年来
,

人们试图用短程关联的概念来改进理论对于各种实验数据的符合川
,

特别是在分析大动量转移过程的现象时
,

认为应当考虑到短程关联的重要作用
7

因此
,

关

于短程关联的研究目前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7

但是
,

短程关联是否是一个重要的有用的概念 ϑ 或者它的引入能不能改进对实验结

果的符合 ϑ 现在还是一个有争议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ΙΔΑ
7

特别是对于共振区的
, 一
核相互作

用
,

工作还很少
,

而且也没有包括高次散射项的效应
7

然而对高次散射项
,

短程关联可能

更为重要
〔+Α

7

所以需要在包括了所有高次项的情况下探讨短程关联的重要性
7

本文在 06 9= 悦
≅

多重绕射理论近似下
,

用 Α9 ∗Β

Κ 型关联的原子核波函数
,

探讨了核

子间的这种两体短程关联对高能强子在轻核上弹性散射微分截面的影响
,

并且具体地分

析了 厂
一∀Δ Φ 弹性散射角分布的实验资料

7

考虑到短程关联效应在高次散射项中可能更为重要
7

以及高次散射项在符合高能散

射实验中的贡献
,

尤其是对符合
二一 ;

,

< 共振区的
、一
核散射实验非常重要的事实切

,

本

文在推导散射振幅时
,

采用了 Φ
7

Χ Λ6ΜΛ Ν
建议的行列式的方法 ΒΟ ,

这样就把所有的高次散

射项的贡献全部考虑了
7

它为我们研究短程关联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可靠的动力学基础
7

一
、

在 Α9 ∗Β ≅! Χ 关联下弹性散射振幅的处理

在 06 9= >?
Η

近似下
,

高能强子与原子核散射的振幅是 Ι&Α Η

本文 ∀ # Π# 年 月 Ε 日收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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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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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必,

∀ 一 Ν Ι ∀ 一 2 ,;> 一
Σ ,
< Ο ;6<

其中Τ 是入射强子动量 式 的绝对值
,

Υ Κ 长 一 Τς 是强子的动量传递
,

Ε 是碰撞参数
,

∗ ,
是第 Λ个核子的空间坐标 粉 在垂直于入射方向上的分量

,

价‘
、

如 分别是初
、

末态原子

核的波函数
,

≅Λ ;> 一 衡<称做高能强子与核子 ς的两体碰撞的剖面函数
,

它是强子与 自由

核子散射振幅 了;Υ < 的傅氏变换
≅ , ;9 一 Η , < Κ 共二 ;

。一‘·;>Κ
·

, <、Δ

叨 , ;。<
7

Δ 才忽入 Α
;Δ <

;∀< 式和 ;Δ <式表明
,

散射振幅 1ς
,

;Υ <取决于两个因素
Η
一个是表征初末态原子核结构的

波函数 价, 和 必 ;对于弹性散射 Ω Κ Λ<
,

另一个是两体 自由散射振幅 Ω式Υ <
7

在我们关于
“
厂

一 , ’Φ 弹性和非弹性散射的理论研究
”即 中已经指出

,

对于高能强子散射
,

基本振幅取为

Ω;。< 一 丝丝竺 ;一
ΛΞ <

。一, Η 。Η “

斗对

; <

是一个好的近似
7

这里 。 是
二 散射的总截面

, ∋ 是朝前振幅的实虚比
,

醉 是斜率参数
7

因此在选定了 ; < 式的基本振幅之后
,

总散射振幅 凡
、

;Υ < 将只取决于初末态的原子核波

函数
7

下面我们讨论在 Α9 ∗Β≅ !Χ 波函数下
,

弹性散射振幅 1 , ,
;Υ < 的表示式

7
7

为此
,

我们分

两步进行
7

首先推导在 Ψ9 =6Λ 关联下弹性散射的振幅 1 , ‘;Υ <
7

∀
7

Ψ9 =6Λ 关联下弹性散射的振幅 17 Φ; 动

假设原子核是由 − 个不关联的费米子组成的系统
,

那么由于 Ψ9 =6Λ 原理的要求
,

原子

核的波函数就是 − 个单粒子波函数组成的 Ζ6 9 Β? ≅
行列式

价
、。

∀

了可
Ρ∀甲

[ ;≅
,

< ∀Ρ
7

; <

其中 − 是原子核的质量数
,

功是表征单粒子态的一组量子数
,

价。;≅
。

< 是第
”

态函数
7

若将; <式代到 ;6<式的
泳

元

川卜勿卜
以, 一 9ς< ,

闪
个单粒子的

中去
,

就有

一 ‘一

∴
]

∗ ⊥

Ν Ι ∀ 一 ≅ ,;‘一
Σ , < ∀ _

、,产、ΠΩ6沪>
⎯吸、吸了、

、

、
,

声Θ、
Δ了

⊥口∴
]
‘·

∀
‘一

立
4‘一 ≅ ,;‘一 , , ,

∀
“

Κ + 一 ;中∗⊥ Ρα 6价
∗ ⊥

其中

口一 Ν Ι ∀ 一 2 , ;> 一 , ,

< Ο
·

因为 Α 是一个因子化的多体算符
,

同时 2 ,

;> 一 衡< 只作用在一个而且仅仅一个单粒子态

上
,

所以

Ε 】争
∗ 。

_ Κ
∀

了不
∀Ρα ;

Ν
<甲

,
;
≅ 。

<Ρ】
7

;Π <

另外
,

我们已经知道
,

在计算 ;& < 式的矩阵元时
,

当 β中_反对称化之后
,

;引 可以取作

;价
Η 。
6一了万∀∀Ξ

, ,

甲恋;
≅ 。

<∀∀
7

;∃ <

现在结合 ;Π <式和 ;∗< 式
,

有

∴必
、。
Λα 6价

、。

_一了万 6β,
, ,

, 鑫;
, ,

< ββ ∀

丫万
ΡΡα ;

。<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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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 】∀中言;
≅ ,

<Ε ;
,

<甲。
;
≅ ,

< β∀Κ ∀】!
, ,
∀β

7

代入 ;&< 式得

∴
,
‘·

卜
一

立
〔‘一 ≅ Π

;‘一 , ,

Ρ
,
‘·

卜
‘一 ,‘口一 ,‘

·

;# <

;∀ % <

其中
!

·, 一 。, ,

一

χ
, Η ;· <≅ ;>一 <,

·

;
·

<‘
· ;, ‘,

是行列式的元素
7

所以有了单粒子波函数 甲, ;≅
< 之后就可以由 ;∀ ∀< 式得到 !

” , ,

进而

构成了行列式 ;∀ % <
,

再将 ;∀ % < 式代人到 ;6< 式
,

最后得到了总的散射振幅 1 , ‘;Υ <
7

行列式 ;∀ %< 一般是很大的
,

如对
’‘! 是 ∀Ε δ 6Ε 的

7

然而因 Ε 是与同位旋无关的算

符
,

所以在质子态和中子态之间它的矩阵元 ;∀ ∀< 必然为 %
7

则质子和中子就可以分别进

行反对称化
,

这时 ∀Ε δ ∀Ε 的行列式就变成了两个相同的 ∃ δ ∗ 的行列式之积
7

问题的

处理就大大地简化了
7

若选量子化轴为
δ
轴

, ‘
轴为人射方向的坐标系

,

那么对弹性散射因为振幅对 Υ 进而

对 石是圆柱对称的
,

所以 > 的方向可以任意选取
,

我们取 石沿
δ
轴

7

这时将 ; < 式代人

;Δ <
,

对 叮
,

积分后
二 , 4 ε ε 、 ε , ,

;∀ 一 动 , <
ε ε ,

ε

Θ ε ;> 一 街 <八
∀ φ。 一 ‘Λ Θ 一

—
‘入1 气 一一一了二尸一一 ∀

斗州声< φ γ苗 Θ

ε , ∀

;6 一 Λ∋ ,

<
,
群

, 丫。

Ιε > ,

一 ⎯> δ , η δ
Ρ η :圣

Κ 小 7 上
口

7 一 7

4 ⎯辫

单粒子波函数取为谐振子波函数
,

则 ;∀ ∀< 式中的矩阵元 ∴甲
。;

Ξ

< Ρ≅ ;> 一 ,

<∀叭;
Ξ

<_
,

算符 2;> 一 匆< 的各种投影

;∀ Δ <

就是

, ;Η 、
,

乙
,

、
,

< 一

。
4,

β
、 ·≅ ;‘一 ,

·

⋯
’

一
’·’

) , 一 )二

的线性组合
7

和 4’ 只能是

其中  。和  6
分别是 ∀ , 态和 6Ψ 态的单粒子波函数的归一化因子

7

;∀ <

因为 4

% 或 ∀ ,

故可能的 − ;乙8
,

4’8
‘

<共有 ∀Ε 个
,

但独立的只有 & 个
,

它们分别是

。 Ξ ‘ − ;% %
, % % < 一 里

7

弓共
Η

7

.

Δ 汀 6 η Δ‘货
Α

;∀
7

∀<

。 Η

一 − ;∀ ∀
,

∀ ∀ <
一李 χ丁共篇

η

,Β Π≅ 4 Λ 侧≅ ‘“ιΨ
ι

⎯9 乍
Δ

;6 η Δ。乍
Δ

<
Δ

;∀
7

Δ <

。 Κ − ;∀%
, ∀ % <

ε 己矿 Ω 尸 二 护 ∀
‘

二
7

——
7

—
西

—
,

一 Α山 ,

‘ 4 ;∀ η Δ 。下
‘

<
名

;6 η Δ了月
弓

< Α
;∀

7

<

。Ξ

Κ − ;∀ %
,

% % <
口, 9 >

, ;Δ <奋 ;6 η ⎯ 9节
,

<
, ;∀

7

<

。 ,
一 − ;∀ ∀

, 6一 ∀< Κ 一
了少

汀 ;6 η ⎯9 节
,

<
, ;∀

7

& <

其中 丫
一 。;∀ 一 、司

,

Η 一 。δΨ χ
一 尸典枯β

7

有了 ;∀、<式的元素后
,

行列粼
# <就是

4 6 十 乙丁户
7 Α

现在展开 ;∀& < ;见 % &

∀βϕ黔
“ ,
βΡ

此时 ;6< 式是

页<式并考虑到中子
、

质子应一起反对称化
,

那么对 “! ;# <式为

Κ Ι ;6 一 。 Ξ
<;6 一 。 < 一 。;Ο

‘Ι ;6 一 。 Δ

<
,
一 。Ξ Ο

‘7

;∀Ε <

;下接 % 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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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 。

;Υ < 一丝 χ
。‘二 。、Δ。χ 6 一 Ι ;∀ 一 。 ∀<;6 一 。 < 一 。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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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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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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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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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Δ

一Ξ〕
件

Ρ
,

这就是 Ψ9 =6Λ 关联下高能强子在
’Ε % 上弹性散射的振幅

7

对于
’

℃
,

质子或中子的组态都是 ;6 Η

户
Δ ,

;6∋ ΘΔ <
7

所以只要把行列式;∀ , <中的 ;6恕<

所在的行和列删去
,

就得到了对应
’

℃ 弹性散射的振幅

Ξ Ξ Η
, ∀ Δ 。 < 一 、、

χ
占沙石γ

。

;, 占< χ
∀ 一
Ι;

Ξ 一 ‘。 ,

< Ω卜粤
。 一粤

。 Δ

、;卜
‘·Δ

<

Α 4 4 φ ς ς
」

Θ

势Ξ;卜
切 Δ

卜静
Ξ;‘

一
,

Ρ
‘

Ρ
·

;∀Π <

有了以上这些讨论后
,

就很容易得到 Α9
∗ Β≅ ! Χ 关联下高能强子在

’⎯Φ 上弹性散射的振

幅
7

Δ
7

Α9 7 Β≅ ! Χ 关联下弹性散射振幅 厂ς留

前边已经指出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在高能强子弹性散射过程中核子间的短程关联效应

的重要性
,

因此我们采用反映这种关联的 Α9 ∗Β ≅! Χ 波函数 ΙΕΟ

如
。

一 Ν ≅;
≅ ‘,

<价
、。;≅

,

⋯
≅ ,

< ;∀∃ <

其中 衡
⊥
是 ; < 式给出的由 − 个单粒子波函数构成的 Ζ6 9 Β? ≅行列式

,

Ω;
,
·

] ,

< 叫做两体关联

因子
,

是核子间距离
Ξ ‘,

的函数
,

它满足

Ω;
≅

<、 %
, , ∴ κ Ξ Ω;

Ξ

<一 6
, 犷

< κ ;∀ # <

κ 称做恢复距离
7

由于我们不知道 了;
Ξ

<的具体形式
,

因而要直接用波函数 ;∀ ∃< 去计算

矩阵元 ;& <必然是很困难的
7

但能够证明
‘ΠΑ ,

波函数 ;∀ ∃ < 可以写成

币γ?

了不
βΡ中

。

;
,
·。

< Ρβ
,

;Δ ;ς<

其中

币
·

;一 , 一 ]
·

;一 ,

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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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Δ , , Ξ ;一 ,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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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η ⋯ ∀夕;Δ < Η ; << η ⋯
尹今

。年 了 Ρ
7

;Δ , ,

λ ;
厂 ∀Δ

<是辅助的关联因子

λ ;
≅ 、ς

< 一 ∀ 一 Ω;
, ‘,

<
7

;Δ Δ <

通常用唯象的方法来确定
,

如取 λ ;
Ξ

< 一 Α。;Υ
‘ Ξ

<
7

这里 Υ
‘

叫做关联参数
,

是关联着的两个

核子间的动量交换
7

对于 6Ψ 壳的轻核
,

若 Υ
‘

Κ %% 8
? Γ Θ

。 ,

了一 %
7

% ∀Ω[ 一, Ξ λ ;
Η

<一Α
。

;Υ
‘ ,

·

< Ξ

则 ;Δ ∀< 式为

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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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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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 二甲Δ ,

;
Ξ

< 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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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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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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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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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Κ − +, 中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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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η − ⎯ , 甲Δ ,

;
≅

< η − , 甲, ,

;
≅

< η
· ,

二 ;Δ
7

Δ <

;Δ <式表明
,

关联因子作用的结果使得 自旋和角度部分相同而仅主量子数不同的单粒子

态混合起来
7

而 −
。‘ 、

−
, , 就是相应的态 叭

,

和 甲
, , ]

的混合系数
7

数值结果说明;
,

<
,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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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态的混合是可以略去的
,

所以

这时

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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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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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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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Ε Δ
,

汉吞 Κ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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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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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Δ
7

现在利用 ;Δ % <式的波函数
,

类似于在 Ψ9 =6Λ 关联下矩阵元的推导得到

;Δ
7

∀ <

;Δ
7

Δ <

;Δ & <

‘
] , ·

∀卜立
。‘一 “, ;卜

·

川
, , ·

卜
‘一 ,,“一

;Δ Ε <

其中

ϕ
。 , Κ 占

, , 一 ;Δ Π <

叭;≅ <就是 ;Δ < 式的波函数
,

而相应于 ;∀ & <式的行列式 ”吞Κ ∀∀是;见下页 ;Δ ∃ < 式<
7

;Δ ∃< 式中的 诚是行列式 ;∀ &< 中相应的元素 。‘乘以对应的单粒子态的混合系数
, 。“

表示由于考虑了短程关联后引起了波函数的混合从而增加的矩阵元
7

正如 ;Δ ∃ <式所示
,

独立的 。厅只有 Π 个
,

它们的表达式很复杂这里从略
,

用完全类似于在 Ψ9 =6Λ 关联下高能

强子在
‘

℃ 上弹性散射振幅的推导方法
,

我们得到了在 Α9 ∗Β≅ ! Χ 关联下高能强子在
’

℃ 上

弹性散射的振幅
≅扫4

扮

β
、

Ξ , ·;。< 一 、Τ

χ
右Α‘,

。

;宁‘<

χ
‘ ι

δ ;6 一 。Ξ η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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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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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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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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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一 。 Η η 。 <

φ 5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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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我们分析短程关联对 厂
一 ,

℃ 弹性散射微分截面影响的出发点
7

二
、

, 一
‘“, 弹性散射微分截面的计算结果

利用上节的讨论结果我们计算了 ΔΕ %8? 5 的 , 一 在
‘

℃ 上弹性散射的微分截面
7

基本

振幅 ;< 中的参数的选取和文献 〔 Ο 完全一致
7

这时弹性散射的振幅分别是

∀
,

对于 Ψ9 = 6Λ 关联的波函数

展开 ;∀ Π< 式中的方括号的 次方
,

并按 > 的升幂排列我们有

6;
∀ 一 。 ∀

<;
∀ 一 鱼 。。一 生 。Δ

、;
∀ 一 。Δ

< 一粤
。军;∀ 一 。 Δ< 一 生 。孟;Ξ 一 。 ,<

4 φ Θ &

一 , 十

兰
;
。。
;
。
< η , , 。;

。<<
。

一‘
去’ 十

戈
;
。Δ
;

,
< η Ξ , Δ ;

。
<<右

Δ。

一‘
去’

月 μ ∀ , μ ∀

十

竺
;
Ξ 、;, < 十 , 乡Ξ ;

。
<<乡

广

一‘
吞’ 十

戈
;口

‘

;。< η Ξ石‘;
。< <右‘

。

一 , ‘,
’

” μ Δ 月 μ

η

兰
;。

Η

;
。< η 、西Η ; , <<, λ

一
“‘,

’ 7

” μ ;下接 % # 页<



;的⎯<

·

中
·Χ
‘一
,Δ省小
 苔咖
。∃

命决
州

万
Δ。。 。。

吓嗜一
∀∀
。卜ΕΔ

舔洛命排
Φ

一
∃

‘
雀
·。
卡冬兰小决二

)%

俐
7
‘
卜。

卜足
片
食.、∃

0气
、

尹尸 、、

‘,/。Δ

誉葺华
曰‘、。卜、十苔

、

卜、卜
、

Γ

:
八

,Δ
)

,5, 1
,

,
5   

1.

、
∃

!
‘

闪
,

产、。ΔΗ。

劣
 

、∃。十Ε,

叱
 

一小
 ,之令一中
,、暇

令、‘、了夕、
、、、,了了∃、

一#
79。

∋一工甲
/0旧叭.一阶创:、‘

、了了吸、

 之

、:。ΔΗ。

七仍门
Δ,一,1!

,

卜》

、·叫。

劣
·。。

卡
」

、

Γ
阴4

 
。卜,

,十7,刁川、Ι1

∃
、

,

#、

∃叫,Δϑ,1工

崎
 

崎

,),Δ6白5
5
1一,曰∃ 1工

7尸

,!
∃

,5  9月 

、 ,

#6

。。。Η。。6。Κ

外
,∃。 ΕΛ

雀
小

Μ、

界Ν
·:。#洛·ϑ。归争−
:6,!气Η,!
∃
。丫卜≅≅⋯。卜卜 

,
。卜陈。
∃

卜
∋

,、

卜6
、∃ΦΓ

,‘

:、 /、
∃、

!
∃、

引侧户叭&
Δ,一,1

州4

∃&叫,Δ6,5’ 工
Ι
1

一#
。∃

0一卜
71之舀认.一峭创

,

∋
‘、、了户、、

阴声

口ϑ∀
,Δ6,月月 
记
1

Γ
‘

阶
。

陷
‘‘
气口小
∃

冲,5珊 
尸

,5    

∃
、

叫
‘,

/
护

卜州Ο

Χ)
,Δ5,中 
廿
1

、∃

/6夕
一

犷
、 力
、、∀ 尸

,

阶4Χ9,十5,月−−
5
一
甲
1

、,

∀!

叫!
日Δ一,1工

 
, −闪

、

、∀ ∀



第 期 马维兴等 Η 高能强子弹性散射和原子核的短程关联

代人 ;∀ Π < 式对 石积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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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 Μ 的表示式非常复杂
,

所以为了展开方便起见作为初步尝试
,

我们略去了 。“中包

含有 犷和 护 的小项
∃

代入 ( ∀ Ψ∗ 式对 Σ 积分有

Τ Χ 。(叮
, ’#] ∗

一
女

一 Β、 (、
。

(
。
∗ 、 ,、( 。∗ ∗

典
。一

翁
不二 # Π 芦宝

Δ 艺 一 ΜΡ 恤(动 Δ

”

二
’

万石
∀

( ·∗ ∗

渝一翁
!

一

(一盖∗

Δ 艺 一 Μ Ρ (‘
Υ
( , ∗ Δ Μ石

。

(
Π
∗ ∗

7 ( , ∗
∀ ,
淤

口 !

。 ‘Π “圣
− Τ −

(
一 ∀ , , ,

盖∗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第 斗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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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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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Ξ
∃

叮 ∀

。一

硒
∀ Ξ ∀

;
一 , ,

。一

戈
Ξ ∀

;
一 Ε

,

叮 Δ

。一

研
, Ξ ∀

;
一 Π

,

叮 Δ

。一

丽
∀ Ξ ∀

;
一 ∃

,

; ∀ <

; % < 和 ; ∀ < 式中的
9 ‘;。<

,

>、;。<
,

压,

;
Ν

<
,

石‘;
,

<都是由参数 。
、
户

、

夕
,

和 9 ,

所决定的常

数
7

+1 ,
;
“ ,

∀ ,

γ< 是退化的超几何函数
7

川 Κ
9 Δ

6 η ⎯9 节
, ’

。
是多重散射的次数

7

把 ; ∀<

和 ; %< 作一比较发现
,

由于短程关联的引入在 ; ∀< 式中除了各项的系数 云
Ξ

;Ν<
,

石‘;的 与

; % <式中相应的系数
召‘

;
Ν

<
、

占、;
Ν

< 不同而外
,

还出现了含有
+1 ,

;一 , , 6
,

;
一 Ε

·

‘
,

盖<
一尸

∀

;
一 ,

,

,
,

盎<
, ∀尸 ∀

;
一 ∃

,

,
,

盎<
等项

,

即出现了“

上
一

、
, , Ξ , 又

Ν

声贡Θ

叮∀% ,

宁∀Δ ,

叮∀ ,

宁∀Ε

等项
,

而 ;% < 式中只到 护项
7

同时如取 护 一 %
7

& ,

即计算中护的极大值
,

那么在 ; %< 式

中了和 护项的数值分别是 ∀% 一 , 。

和 ∀ %一 。 的数量级
,

完全可以略去
7

所以实际上对散射振

幅 ;% < 式有重要贡献的仅是 护以前的各项
7

; ∀< 式中了项数值是 ∀% 一‘数量级
,

而 Υ

以后各项的数值最大的才是 ∀ % 一∀

数量级的
,

也可以略去
7

因此对 ; ∀< 式的散射振幅有

重要贡献的也只是 护以前的各项
7

所以在微分截面的数值计算中
,

对 ;% <式我们只取

到 扩项
,

对 ; ∀< 式只取到 护项
,

也就是说短程关联使得 ; ∀< 式中出现了重要的 护项
7

微分截面的理论结果如图 ∀ 所示
7

三
、

结果的分析和讨论

图 ∀ 表明 Η

∀
7

假若原子核波函数取为 Ζ6 9 Β? ≅
行列式 ;斗<

,

即只考虑 Ψ9= 6Λ 关联而不考虑核子间

的短程关联
,

那么如图中的实线所示
,

在 口跳 ; % 。 的小角度处
,

微分截面的理论结果与

实验的符合是相当好的
7

在 % 。
’

附近虽然理论预言的第一个极小太深
,

但是它的角度位

置却完全与实验一致
,

都在 口孤 Κ
“

处
7

然而在 裂
[ _ % 。 以后

,

理论与实验发生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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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偏离
,

第二个极大的位置和峰值都与实验不符
7

这说明此时核结构的效应是相当重

要的了
7

Δ
7

假若原子核波函数取为 Α9 ∗Β ≅! Χ 波函数

;Δ % < 和 ;Δ <
,

即用 Α9 ∗Β≅!Χ 的方法考虑了核子

间短程关联的效应
,

这时如图中的虚线所示
,

在

必
二 ; &Ε

。

的角度范围内
,

理论与实验的符合

是非常好的
7

不仅第一个极小的位置与实验一

致
,

都在 口路一
“

处
,

而且在实验的误差范围

内微分截面的数值也与实验值符合
7

尤其是第

二个极大的位置和实验结果一样
,

都在 以
+Ν Κ

弓∀ “ 附近
7

在 ∀ & “ 到 &Ε
。

的角度范围内整个理

论曲线都落在实验点上
, & Ε 。

以后理论曲线才

偏离了实验点
7

我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很容易理

解的
,

因为; <式的基本振幅只是在小角度的情

况下才是一个好的近似
7

对于大角度散射
,

不

能期望它会给 出好的结果来
7

同时在大角度时
,

06 9= >? ≅
理论本身是否可用也是一个问题

7

另外

对 > 的高次方项所做的近似
,

也可能是引起偏

离的原因之一
把 Ψ9= κ 关联和 Α9 ∗Β

Κ 关联下的理论

结果与实验符合的情况加一比较我们发现
,

短

程关联对于改进理论与实验的符合是相当重要

的
7

因此在分析高能强子与原子核的碰撞现象

时
,

应当考虑到这种重要的关联效应
7

7

为了比较
,

我们也把参考 【∀ 中的 Δ Ε%

8?Γ 的 厂
一 +

犯 弹性散射角分布的理论结果附

φ
、、ι、、,

叭

∀∀% %

∀%
7

氏
7

, 了二 一 ’⎯, <

图 ∀ ΔΕ % 8 ? Γ

户
‘

℃ 弹性散射的微分截面

η 是实验点 〔∃ ∀ Ξ 虚线是 Α9 ∗Β ≅! Χ 波函数的

结果 Ξ 实线是 Ψ9 =6 Λ 关联的结果 Ξ 一
。

一 是

用 ∗= ; < 波函数
,
但只考虑到三次项的结果

【〕
, ?几 是 广一, ’

, 质心系的散射角

于图上
7

如图中带圆圈的实线所示
7

〔∀ 中所用的参数和本文完全一样
7

不同的只是原

子核初末态的波函数用 ∗ 3 ; < 的结果
,

散射振幅 ;6< 只算到三次项
7

把它与 Α9 ∗Β

Κ 波

函数的结果比较后看到
,

即使用了较好的核结构波函数
,

但是由于没有考虑高次散射项和

短程关联
,

仍然不能符合实验
7

这再一次表明了高次散射项和短程关联的重要性
7 ’

斗
7

把 Ψ9 =6Λ 关联下的理论曲线和 Α9 ∗Β ≅! Χ 波函数的理论曲线比较后也看到
,

前者的

第一个极小很深
,

而后者却显著地变浅 ;与实验一致 <
7

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自然是由于

短程关联
7

短程关联使得单粒子波函数发生了修正
,

引起了 ΔΖ
、

ΔΨ 态的混合
,

形成了;Δ <

式的波函数
,

把谷填平了
7

这一点是非常类似于高能粒子与氖核的散射的
7

在氖核波函

数中若引入 Ε
7

Π务的 ⊥ 波混合
,

则实验上角分布不出现谷的现象就会得到满意的解释
7

就

是说 ⊥ 波的混合使谷填平了
7

&
7

虽然我们只讨论了弹性散射
,

但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也可以处理非弹性的过程 ΙΟ
7

本文没有考虑质心关联的效应
,

原因是它的修正相当于给散射振幅 1 ;的 乘以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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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至

。

而
,

因而是明显的
,

而且对于小角度散射修正也不太大
7

当然由于 06 9= 比≅
理论是一个小角度近似

,

所以止图中大角度处的理论曲线只有参

考价值
7

总之我们在 06 9= >? ≅
近似下讨论了短程关联对高能强子轻核弹性散射的影响

7

并对

Δ Ε% 8? Γ 的 厂
一∀

℃ 弹性散射微分截面进行了数值计算
7

结果表明
Η 短程关联效应是相当

重要的
,

在分析高能散射实验现象时应该考虑它的重要影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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