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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能双举反应不变质量分布中

新现象的讨论和层子模型

高 崇 寿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最近在高能强作用双举反应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新现象<=
4

观察双举反应

> 十 ? 6

” ( 十 ? 十 其它

中微分截面
会
对 阴 的曲线

·

其中切 为带电粒子 “和 “的不变质量
·

结果发死

:‘,
瓷
随二 增加很快减戈

:≅; ( ? 一 即
,

厂扩
,

Α 一>
4

二一Α 十 的曲线基本重合
, ( ? Β >扩

,

9 扩
,

>Α 十 ,

9 Α 十

的曲线基本重合 Χ

:Δ; ( ? 一 犷> 等的微分截面比 ( ? 一 即 等的微分截面约大 Ε 倍
,

即 等的截面又

比 酗
十
等的截面约大 Ε 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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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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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结果显示高能多重产生中可能存在一些过去尚未被注意到 的新的规律性
,

这

些规律性与强子的结构和多重产生的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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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从唯象的角度和层子模

型的图象对上述规律性进行一些讨论
4

二

我们可以经验地引人一个双举反应的级数 友
,

对上述各种 ( ? 取互为
Γ

咐咐咐丫Φ
,,

尸尸厂厂
Η 1

尸尸
> > , 兀一 兀Ι ,

Α 一> , 兀一Α Ι ϑ > 军Ι ,
Α

一对 Ι ,

> Α Ι ,
Α

一
Α Ι
】 > >

如果在高能下
,

上述规律性足够好的成立
,

则可以用下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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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丫丁为反应质心系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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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实验条件卞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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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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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 是何种粒子无关
, ( ? 粒子类型则仅反映在 及的确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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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 式原则上只要从一种 ( ? 的实验中
,

特别是阂值最低的 犷扩 实验中定出函

数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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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予言其它已知级数 及的 ( ? 粒子的所有双举微分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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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 粒子的级数 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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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给出 ∗、勺& 通过函数 0 表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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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阂值相同的两组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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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可以检验的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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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实验规律性的理论概括最关键的是对双举级数 互给予模型的解释
,

我们试

从层子模型的观点来进行讨论
#

在层子模型中
,

为了解释自旋统计关系和超强的饱和性
,

常引人第二个三维抽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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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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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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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层子和反层子杨氏图分别 如 图 3 ∃Ε &

和 ∃Η& 所示 , 一对反对称态的层子或反层子的

杨氏图分别由图 3 ∃Η& 和 ∃ Ε & 所示
,

因此从这个

抽象空间的群结构特点上来说
,

一对反对称态

的层子 ∃或反层子 & 与一个反层子 ∃或层子 &是等

价的
#

按照这些普通要求可以看出
Χ
介子是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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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反层子组成
4

重子是由三个层子组成
4

而这又 可以理解为一对层子先组成一个反对

称对
,

其群结构相当于一个反层子
,

这个反对称层子对再与层子结合成为重子
4

按照这个

结构图象
,

在高能强作用多重产生的反应中
,

可以认为新激发出一个反对称层子对的几率

和激发出一个反层子的几率相近
,

也就是在初级近似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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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作用双举反应中
,

末态双举粒子的组成部分可以由初态粒子提供只旷有时则还需

要在碰撞过程中新激发出的层子 :或反对称对;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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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模型假定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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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假定可以正确地给出上面列出的实验中确定的 > Ι ?6 双举反应中的各双

举级数 毛

按照这个假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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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予言都可以在实验上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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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模型假定
,

可以予期 :; 式应能推广到多举 :例如三举; 反应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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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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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举级数 天可以与双举级数 搜按同样

规则来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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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于 < Ο Ο= 与 % 的近似相 当性可以给予一个具体的物理说明
4

如果层子的质量 Θ 很

重
,

通过超强相互作用结合成普通强子时基本上全部为结合能所抵消
4

为了解释超强的

饱和性和普通强子的超强稳定性
,

可以假定超强相互作用具有以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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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符合实验上重子质量的量级的
4

在这个模型下
,

任意多个层子和反层子组成的系统的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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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正比于系统总藕合常数的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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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统的质量为普通强子量级
,

则要求 艺
Ρ 〔。一

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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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系统是超强中性的
,

这就给超强饱和性以一个普遍的表述
4

从这个式子还可看 出
,

系统的超强相互作用性质和质量完全由系统的总藕合常数决定
,

特别是 Ο Ο ≅

对的藕合常

数为

 十 系 Β 一  Δ

与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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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质量也都是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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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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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Ο ≅

对的超强相互作用性质与 亏
。

是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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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中曾经给出一个关于超强相互作用的模型
,

很好地解释了超强的饱和性
4

我

们这里所给出的模型实际上就是 〔≅= 中所给出的模型
,

只不过用不同的表述方法具体表

述出来
,

可以更直接地普遍证明质量为普通强子量级的系统是超强中性的
,

它一定可分解

成若干个普通强子
,

也可以简洁地给出 < Ο Ο 与 亏的超强相当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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