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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求解了复方位阱的 8;; 3 方程
,

得到了 << 系统束缚态的窄宽度结构
#

与非

相对论近似的结果比较
,

能级位置的修正 一 △.
=

最大可达几十个 >?% ,

湮灭

宽度的修正 一△. =
最大可达十几个 >?%

#

≅ 琶玄 任毖
#

—
、 Α Β 曰

引用复方位阱并用薛定格方程研究 << 系统的湮灭效应已得到 了一系列窄宽度的束

缚态结构川
#

但考虑到 << 的位阱是很深的
,

与激发态对应的平均动能比较大
,

因此无论

能级位置或湮灭宽度的相对论修正都不能忽略
#

基于这一考虑
,

我们利用相对论的 8; 3

方程对 << 系统的束缚态进行研究
#

为便于与非相对论近似的结果进行比较
,

选取相应的

参数做了定量计算
#

二
、

8 一 3 方程及对复方位阱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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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的 8; 3 方程山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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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Γ
=
为贝塞尔函数

,

∃ =
为诺依曼函数

,

Η 。
为球谐函数

#

。 =
为 < 的质量

。

式是取 左 Δ ‘ Δ  的自然单位
#

几 也满足同样的关系
#

对方位阱及 < ,

< 的质量相等 9二
=
Δ 。Ι

: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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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关系

其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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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选取 ! 是有限深度的复方位阱
,

并对9Ι :式求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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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位阱各区域的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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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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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阱外的边界条件选为 % 区域 & 的解
,

除了随
,
指数衰减的因子外

,

还有随
,
作指

数振荡的因子并且当 夸∋ ( 时
,

回到通常的束缚态的解
)

应用以上的边界条件
,

可以导出本征值 ∗ 所满足的本征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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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砂 为第一类 ( ΟΤα Ζ 函数
,

‘9灸Ε: Δ 羊 方仅Ε: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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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Ο#由于 %9
,

:是复位阱
,

本征值 . 必定是复量
=

.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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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Γ

.
=

代表束缚态能级的位置
,

一 ϑ . = Δ Ε 代表该能级的湮灭宽度
#

从本征方程 9Λ :式的求

解
,

则可得到复方位阱束缚态各能级的位置及其宽度
#

三
、

计算结果及其讨论

参数的选取
,

其理由与参考文献〔  中是一样的
#

我们用数值计算了 Δ 。,  的本

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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傀δ 以 >?% 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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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和表 Ι 分别列出了 ! 。一 & Κ>?% , Ο =

一 ∀
#

ϑ[Μ
,

及 Ο =
ς ϑ[Μ 时 Ψ 波和 ∋ 波的

.
=

和 . =
的数值

,

并在相同的参数下
,

给出了非相对论近似的结果
,

以便 比较
#

以上所得到的结果表明 =

 
#

考虑相对论效应后
,

最主要的结果是能级向下发生移动
,

能级向下移动是由于束缚

态相对论的动能值比非相对论近似的动能值小
,

因此考虑了相对论修正后
,

使相应能级的

能量变低一些
#

激发能量越高
,

对应的平均动能越大
,

相对论的修正也就越大
,

因此能级

向下的位移 △. 越大
#

例如
,
△马

#

Ρ △几
# ,

等等
。

Ι
#

考虑相对论效应后
,

另一重要结果是湮灭宽度减小
#

因为能级向下移动
,

使粒子束

缚更紧
,

对应的状态更稳定
,

因而湮灭宽度减小
#

Σ
#

宽度随湮灭半径
Ο =

和 夸的变化趋势与非相对论近似的结果相同
,

即宽度随
Ο =

的增

加而增加9见表 Σ :
,

宽度随 夸的增加而有一极大值
,

见表  一Ι ,

其中打
“ χ ” 号的表示 一 . =

的极大值
。

但宽度的极大值比非相对论近似的结果小
,

这是 因为相对论效应的修正使各

能级的宽度减小
,

从而使极大值也因之减小
#

图 Ι 给出了湮灭宽度随 夸的变化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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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δ 以 > ?! 为单位
#

综上所述
,

对 << 系统的束缚态
,

8;; 3 方程与薛定格方程的解在定性上是一致的
,

得

到了窄宽度的结构
#

但在数值上有几 >?% 到几十 >?! 的修正
#

所以要做与实验定量

比较的计算时
,

相对论效应对其窄宽度结构的修正不能忽略
#

特别是能级越高
,

平均动能

越大
,

则修正也越大
#

最后作者对余友文和张宗烨同志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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