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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经典扭结-（反）扭结散射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相比之下，更为简单的
扭结-介子散射反而被研究得相对较少。扭结-介子散射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经
典情形和量子情形。在经典扭结-介子散射中允许两种过程：介子融合和介子反
射。在量子情形，扭结-介子散射则有相比于经典情形更丰富的现象，其中包括
弹性散射和非弹性散射。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一个介子和一个扭结的非弹性散

射的量子理论。

本文中，我们首先回顾了近年来发展的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其形式在

单扭结空间（one-kink sector）尤为简单，借助于它，求解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过程的振幅和概率可以简化为扭结标架中的微扰问题。尽管人们通常感兴趣的

Sine-Gordon孤子和 𝜙4扭结都是非反射性扭结，为了考虑更一般的情况，我们研

究了量子反射性扭结，并发现介子波包在传播过程中不同位置的振幅和量子力

学中粒子通过对称势垒或势阱的散射的反射系数和透射系数相对应。我们计算

了扭结态的约化内积，以解决不可归一化态的红外发散问题。接着我们考虑扭结

和介子在 1+1维标量量子场论中的非弹性散射。领头阶存在三个非弹性散射过
程：（1）介子倍增（末态为两个介子和一个扭结）；（2）斯托克斯散射（末态为
介子和激发态扭结）；（3）反斯托克斯散射（初态中扭结处于激发态，末态中扭
结处于退激发态）。我们首次计算了这三种过程的领头阶概率以及对于不同动量

的末态介子的微分概率。我们首先对任意标量扭结得出一般性的结果，然后将它

们应用于 𝜙4双势阱模型的扭结以得出具体的解析和数值结果。最后，我们相信

我们的方法可以被推广到更高维，例如磁单极子情形。

关键词：孤子，扭结，介子，约化内积，非弹性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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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Classical kink-(anti)kink scattering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research topic, whereas
the simpler kink-meson scattering has been relatively less studied. Kink-meson scatter-
i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classical and quantum. In classical
kink-meson scattering, two processes are allowed: meson fusion and meson reflection.
In the quantum case, kink-meson scattering exhibits richer phenomena than in the clas-
sical case, including elastic and inelastic scattering.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thesis
is the quantum theory of inelastic scattering of a meson with a kink.

In this thesis, we first review the linearized soliton perturbation theor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particularly simple in the one-kink sector. Using it, the amplitude
and probability of kink-meson inelastic scattering can be simplified into a perturbative
problem in the kink frame. Although the Sine-Gordon soliton and 𝜙4 kink, which peo-
ple are usually interested in, are both reflectionless kinks, in order to consider more
general cases, we study quantum reflective kinks and find that the amplitude of meson
wave packets at different positions during propagation corresponds to the ref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coefficients of particles scattered by symmetric potential barriers or po-
tential wells in quantum mechanics. We calculate the reduced inner product of the kink
states to solve the infrared divergence problem of non-normalizable states. Then we
consider the inelastic scattering of a meson off of a kink in a (1+1)-dimensional scalar
quantum field theory. At leading order there are three inelastic scattering processes: (1)
meson multiplication (the final state is two mesons and a kink); (2) Stokes scattering
(the final state is a meson and an excited kink); (3) anti-Stokes scattering (the initial
kink is excited and the final kink is de-excited). For the first time, we calculate the
leading-order probabilities of these three processes and the differential probabilities for
final-state mesons with different momenta. We first obtain general results for arbitrary
scalar kinks and then apply them to the kinks of the 𝜙4 double well model to obtain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Finally, we believe that our method can be generalized
to higher dimensions, such as the case of monopoles.

Keywords: soliton, kink, meson, reduced inner products, inelastic sca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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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第 1章 绪论

1.1 研究动机

自从人们在文献 [1] 中的 𝜙4 双势阱模型中发现共振窗口的分形模式以来，

经典扭结-（反）扭结散射一直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例如，最近的一系列工作
试图了解共振到底是由单个扭结的形模（shape mode）引起的，还是由结合的扭
结-反扭结系统的集体束缚模引起的 [2–4]。

相比之下，人们对更简单的扭结-介子散射过程反而关注得相对较少 [5–10]。
在经典的 𝜙4 场论中，文献 [11, 12]发现了介子会对扭结施加一个负压。产生这
种负压的原因很简单，在扭结内部，𝑛个频率为 𝜔的介子可以融合成一个频率为
𝑛𝜔的介子，由于质壳条件，它的动量比原始的 𝑛个介子的动量总和更多。动量
守恒要求这个额外的动量来自于扭结，这迫使扭结朝相反方向移动。

这种介子融合似乎是经典 𝜙4 模型中介子-扭结散射过程唯一可能发生的现
象。但在反射性扭结的情形下，介子也可能发生反射，导致正压力 [13]。因此，
一般来说，在经典扭结-介子散射中允许两种过程：介子融合和介子反射。

在量子理论中，我们期望出现更丰富的现象。其一，我们预期会出现与多形

模激发相对应的无限个不稳定激发态。这些应当作为扭结-介子弹性散射中的窄
共振出现。其次我们也预期存在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例如，拉曼光谱的出现
将成为可能（单色介子与扭结散射，激发内部形模）。扭结的激发谱可以从观察

到的散射介子的能量减少中读出。在逆过程中，形模的退激发也是可能的。最

后，在量子理论中，我们预期不仅存在介子融合现象，还存在介子裂变现象。

1.2 研究意义

我们认为研究扭结-介子散射的量子理论具有它本身的意义，此外它还有助
于我们理解扭结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在线性框架下，我们期望这种相互作用

仅由三种过程主导。另一方面，离线性框架不太远的地方，将出现辐射振幅更高

阶的过程，例如介子融合 [11–13]。随着我们朝经典框架过渡，这些变得更加相
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希望理解量子理论中的此类高阶过程。尽管本文我们是

在 1+1维情况下讨论，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法可以被推广到更高维，例如磁单极
子的情形，这将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质量隙的产生机制，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

进行这一系列工作的动机。本文中，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的

1



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量子理论，因其计算过程相比于扭结-介子弹性散射更为简单，图 1-1展示了我
们期望的三种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过程（为简单起见，只展示了向前散射的情
形）。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中研究扭结-介子弹性散射。

1.3 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

在文献 [14]中引入的扭结哈密顿量中，所有这些过程都有望在树图级别发
生。然而，在允许多圈计算的传统方法中，例如文献 [15, 16]中的集体坐标方法，
它们的计算难度非常大。近年来，一种全新的方法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被提

出，该方法首次在文献 [17]中在一圈水平被提出，在随后的文献 [18]中发展到
了更高圈。这种新的形式在单扭结空间（one-kink sector）尤为简单a（单扭结空

间包含单个扭结和任意数量的介子和杂质）。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的优势在于，

相比于传统方法极大地降低了计算难度，并且使得对一些用传统方法本质上无

法计算的物理量的计算成为可能。

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有着极其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文献 [19]中使用截
断而非正规序来正规化发散，解释了为何直接对扭结哈密顿量进行能量截断会

导致错误的一圈扭结质量结果；文献 [20]计算了一个不稳定的多形模激发态的
寿命；文献 [21]计算了 𝜙4 扭结的形状因子；文献 [22]中讨论了一般情况下的
扭结-介子散射的形状因子；谱阱是位置空间，超过它形模会合并到连续模，其
在经典理论中有非连续性，而文献 [23]表明在量子理论中它们是连续的；文献
[24]发现在平移算符中增加一个扭结构型的量子修正后，蝌蚪图可以被消除，从
而极大地简化计算；文献 [25, 26]研究了 𝜙4 扭结的两圈质量修正；文献 [27]研
究了形模激发态能量的领头阶修正，并预期在有限的耦合下，形模会融合到连续

模；文献 [28]发现了激发态扭结对应的量子态；文献 [29]概述了对两圈态的研
究；文献 [30]给出了扭结态的薛定谔波函数泛函。

同样地，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也非常适用于本文将要研究的课题——介

子和非相对论性扭结的散射。作为全文的铺垫，我们首先在本节回顾线性化的孤

子微扰理论，以及将在下一节简要地研究量子反射性扭结 [31]。

文献 [17, 18]中引入了一种新的哈密顿形式，用于 1+1维标量量子场论的扭
结空间（kink sector）中的计算。扭结空间是由有限数量的基本介子和单个量子
扭结组成的福克空间。我们把不含扭结的介子福克空间称为真空空间（vacuum
sector）。

a注意我们需要在模空间中选择基点。如果扭结距离基点太远，比如扭结-（反）扭结散射情形会发生的
那样，那么必须把在不同基点处计算出的演化加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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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图 1-1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的三种期望过程。黄点表示介子，蓝点表示扭结。初始 𝑡 = 0时
刻，介子均位于 𝑥 = 𝑥0处且动量为 𝑘0，扭结位于 𝑥 = 0处（由于我们在质心系中讨论，
且扭结质量远大于介子质量，可近似认为散射前后扭结位置始终在 𝑥 = 0）。（1）散射
前后扭结均为基态，介子由一个分裂为两个，我们称此过程为介子倍增；（2）散射前
后介子数目未发生变化，扭结从基态被激发到激发态，我们称此过程为斯托克斯散射；

2）散射前后介子数目未发生变化，扭结从激发态退激到基态，我们称此过程为反斯托
克斯散射。

Figure 1-1 Three expected processes of kink-meson inelastic scattering. The yellow dots repre-
sent mesons, and the blue dots represent kinks. At the initial time 𝑡 = 0, the mesons are
located at 𝑥 = 𝑥0 and have a momentum of 𝑘0, while the kinks are located at 𝑥 = 0 (since
we are discussing in the center-of-mass frame and the kink mass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meson mass, we can assume that the kink position remains at 𝑥 = 0 before and after
scattering). The three processes are: (1) before and after scattering, the kink is in the
ground state, and one meson splits into two, which we call meson multiplication; (2) the
number of meson remains un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scattering, and the kink is excited
from the ground state to the excited state, which we call Stokes scattering; (3) the number
of meson remains un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scattering, and the kink is de-excited from
the excited state to the ground state, which we call anti-Stokes sca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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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真空空间中的态可以在微扰理论中构建。人们可以以一组平面波的基分解

场，构造生成和湮灭算符。真空被定义为被所有的湮灭算符湮灭的态，真空空间

是由有限数量的生成算符作用于真空而产生的。我们可以通过求解哈密顿本征

值问题微扰地得出哈密顿本征态。

然而这种微扰方法对扭结空间失效。这在经典理论中十分明显，因为场的高

阶矩不会趋于零。扭结空间对应于接近经典扭结解 𝜙(𝑥, 𝑡) = 𝑓(𝑥)的经典场构型。
而 𝜙(𝑥, 𝑡) − 𝑓(𝑥)的高阶矩很小，因此人们期望通过对 𝜙(𝑥, 𝑡) − 𝑓(𝑥)进行微扰处
理能够得到扭结空间中的态。

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是在量子场论中实现上述思路的一种形式。我们可

以在薛定谔绘景中构造如下的幺正平移算符 𝒟𝑓

𝒟𝑓 = Exp [−𝑖 ∫ 𝑑𝑥𝑓(𝑥)𝜋(𝑥)] , 𝒟†
𝑓 𝜙(𝑥)𝒟𝑓 = 𝜙(𝑥) + 𝑓(𝑥). (1-1)

这里我们将𝒟𝑓 视为被动变换，即重新命名希尔伯特空间的坐标系并对作用于其

上的算符进行变换。更准确地说，我们将扭结标架定义为希尔伯特空间上的坐

标系，其中右矢 |𝜓⟩表示在通常的“定义标架”中定义的态𝒟𝑓 |𝜓⟩。这个平移算
符 𝒟𝑓 在量子理论中的作用与经典理论中的平移相同

∶ 𝐹 [𝜙(𝑥), 𝜋(𝑥)] ∶𝑎 𝒟𝑓 = 𝒟𝑓 ∶ 𝐹 [𝜙(𝑥) + 𝑓(𝑥), 𝜋(𝑥)] ∶𝑎 . (1-2)

小结一下，我们上面做法的本质是构建了一个扭结哈密顿量𝐻′，它与原始

哈密顿量𝐻（我们也称之为定义哈密顿量，因其定义了理论）具有相同的能谱。
这个原始哈密顿量具有一般的形式。当定义哈密顿量在希尔伯特空间的定义标

架中生成时间演化时，幺正变换𝒟†
𝑓 将此定义标架变换到扭结标架。我们可以使

用𝐻′在扭结标架中测量质量并进行时间演化。等谱特性意味着我们可以正确地

用下面的方法来计算扭结质量

𝐻|𝐾⟩ = 𝐸|𝐾⟩ ⇒ 𝐻′𝒟†
𝑓 |𝐾⟩ = 𝐸𝒟†

𝑓 |𝐾⟩. (1-3)

而时间演化算符和空间平移算符分别由扭结哈密顿量𝐻′和扭结动量 𝑃 ′给出

𝐻′ = 𝒟†
𝑓 𝐻𝒟𝑓 , 𝑃 ′ = 𝒟†

𝑓 𝑃 𝒟𝑓 = 𝑃 + √𝑄0𝜋0. (1-4)

来看一下如此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在扭结标架中，扭结空间是使用生成

算符微扰构造而成的。因此，在存在一个扭结的情况下，哈密顿本征态、形状因

子、甚至各种过程的振幅和概率的构建都被简化为扭结标架中的微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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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然而在获得好处的同时我们也有所失去。我们必须选择一个特定的扭结解

𝑓(𝑥)。在满足平移不变性的理论中，对每一个实数 𝑥0选择的 𝑓(𝑥 − 𝑥0)都对应一
个模空间。因此我们失去了显然的平移不变性。我们必须在靠近模空间中的某个

基点局域地研究物理。然而，如果我们对具有平移不变性的态（更准确地说是动

量本征态）感兴趣（这正是本文的情况）b，那么理解模空间中的任意一个特定

区域就足以保证我们能够理解所有区域。所以这将不是问题，因此我们只是以

𝑥0 为基点进行微扰，并且可以随时使用平移不变性以简化表达式。对于运动的

扭结的情形，文献 [32]中有着详细的研究，其中对静止扭结进行伪转动（boost）
来定义量子运动扭结，并且定义了扭结波包。

1.3.1 细节实现

尽管我们相信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这种形式能够非常普遍地应用于我们

感兴趣的更多的现象学，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将它应用到具有以下形式的薛定

谔绘景中的哈密顿量

𝐻 = ∫ 𝑑𝑥 ∶ ℋ(𝑥) ∶𝑎, ℋ(𝑥) = 𝜋2(𝑥)
2 + (𝜕𝑥𝜙(𝑥))

2

2 + 𝑉 (√𝜆𝜙(𝑥))
𝜆 . (1-5)

这里 𝑉 是简并势，𝜙(𝑥, 𝑡) = 𝑓(𝑥)是经典运动方程的解，它在一维空间 𝑥的正负
无穷远处的取值对应于势能取两个简并最小值的场值。

符号 ∶∶𝑎表示平面波的产生和湮灭算符的正规序。它定义于质量 𝑚，其有两
个定义

𝑚2 = 𝑉 (2)(√𝜆𝑓(±∞)), 𝑉 (𝑛)(√𝜆𝜙(𝑥)) = 𝜕𝑛𝑉 (√𝜆𝜙(𝑥))
(𝜕√𝜆𝜙(𝑥))𝑛

, (1-6)

分别对应于无穷远处的势的两个最小值处的标量质量。如果它们不一致，那么量

子修正会使简并破缺，扭结会变成一个加速的假真空气泡壁 [33]，本文中我们将
不考虑这种情况。

我们在耦合常数为 𝜆的情形下得出了扭结哈密顿量𝐻′的本征态。为此，我

们以 𝜆的幂次来分解所有物理量。例如，扭结的基态能量𝑄被分解为∑𝑖 𝑄𝑖，其

中每个 𝑄𝑖的阶数为 𝑂(𝜆𝑖−1)。此处 𝑄0是经典扭结解的经典能量。

正规序中，扭结哈密顿量本身分解为𝐻′
𝑖 之和，它由 𝑖个基本场构成。它们

包括

𝐻′
0 = 𝑄0, 𝐻′

1 = 0, 𝐻′
𝑛>2 = 𝜆

𝑛
2 −1

∫ 𝑑𝑥𝑉 (𝑛)(√𝜆𝑓(𝑥))
𝑛! ∶ 𝜙𝑛(𝑥) ∶𝑎 . (1-7)

b本文始终使用扭结和介子的质心系，因此所有态都是总动量算符的本征态，且本征值为零。波包将由

具有不同动量的介子构成，注意扭结的动量总是与介子动量之和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平移不变性是指将

扭结和介子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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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其中最重要的是𝐻′
2，因为它的特征向量在扭结空间的态的微扰展开的第一步就

会被用到。假如用 𝑥表示它则可以看出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它的形式很接近自
由哈密顿量，但质量项却与位置有关。

为了把它表达得更清楚，我们引入扭结的正规模 𝔤(𝑥)，它定义为扭结附近的
小的经典扰动，同时是下面的施图姆-刘维尔方程的解

𝑉 (2)(√𝜆𝑓(𝑥))𝔤(𝑥) = 𝜔2𝔤(𝑥) + 𝔤′′(𝑥), 𝜙(𝑥, 𝑡) = 𝑒−𝑖𝜔𝑡𝔤(𝑥). (1-8)

它们按各自的频率 𝜔 分类。我们把 𝜔𝐵 = 0 的实数解 𝔤𝐵(𝑥) 称为零模。任何
满足 0 < 𝜔𝑆 < 𝑚 的实数解 𝔤𝑆(𝑥) 称为形模。在这之上是连续模 𝔤𝑘(𝑥)，其中
𝜔𝑘 = √𝑚2 + 𝑘2。我们进行如下约定

𝜔𝑘 = √𝑚2 + 𝑘2, 𝔤∗
𝑘(𝑥) = 𝔤−𝑘(𝑥) (1-9)

∫ 𝑑𝑥|𝔤𝐵(𝑥)|2 = 1, ∫ 𝑑𝑥𝔤𝑘1(𝑥)𝔤∗
𝑘2

(𝑥) = 2𝜋𝛿(𝑘1 − 𝑘2), ∫ 𝑑𝑥𝔤𝑆1(𝑥)𝔤∗
𝑆2

(𝑥) = 𝛿𝑆1𝑆2 .

我们通过下式来约定 𝔤𝐵 的符号

𝔤𝐵(𝑥) = −𝑓 ′(𝑥)
√𝑄0

. (1-10)

正规模可以生成所有的有界函数，因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代替平面波来对场

进行分解 [34]

𝜙(𝑥) = 𝜙0𝔤𝐵(𝑥) + ∫∑
𝑑𝑘
2𝜋 (𝐵‡

𝑘 + 𝐵−𝑘
2𝜔𝑘 ) 𝔤𝑘(𝑥), 𝐵‡

𝑘 =
𝐵†

𝑘

(2𝜔𝑘)
, 𝐵‡

𝑆 =
𝐵†

𝑆

(2𝜔𝑆)
(1-11)

𝜋(𝑥) = 𝜋0𝔤𝐵(𝑥) + 𝑖 ∫∑
𝑑𝑘
2𝜋 (𝜔𝑘𝐵‡

𝑘 − 𝐵−𝑘
2 ) 𝔤𝑘(𝑥), 𝐵−𝑆 = 𝐵𝑆 , ∫∑

𝑑𝑘
2𝜋 = ∫

𝑑𝑘
2𝜋 + ∑

𝑆
.

可以看到我们用算符 𝜙0, 𝜋0, 𝐵 和 𝐵‡ 对场进行了分解。这为我们接下来的算符

代数计算提供了一组新的基，并且任何算符都可以用这些基本算符来表示。𝜙(𝑥)
和 𝜋(𝑥)满足的正则对易关系意味着我们有如下对易关系

[𝜙0, 𝜋0] = 𝑖, [𝐵𝑆1 , 𝐵‡
𝑆2] = 𝛿𝑆1𝑆2 , [𝐵𝑘1 , 𝐵‡

𝑘2] = 2𝜋𝛿 (𝑘1 − 𝑘2) . (1-12)

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些算符表示𝐻′
2，它的形式如下 [34]

𝐻′
2 = 𝑄1 + 𝐻free , 𝐻free =

𝜋2
0

2 + ∑
𝑆

𝜔𝑆𝐵‡
𝑆𝐵𝑆 + ∫

𝑑𝑘
2𝜋 𝜔𝑘𝐵‡

𝑘𝐵𝑘.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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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这里 𝑄1是扭结质量的单圈修正

𝑄1 = −1
4 ∫∑

𝑑𝑘
2𝜋 ∫

𝑑𝑝
2𝜋

(𝜔𝑝 − 𝜔𝑘)2

𝜔𝑝
�̃�2

𝑘(𝑝)−1
4 ∫

𝑑𝑝
2𝜋 𝜔𝑝�̃�𝐵(𝑝)�̃�𝐵(𝑝), �̃�(𝑝) = ∫ 𝑑𝑥𝔤(𝑥)𝑒𝑖𝑝𝑥.

(1-14)
𝜋2

0 项是质量为𝑄0且位置算符为 𝜙0/√𝑄0的自由量子力学粒子的动能。该粒子是

扭结的质心。其他项是形模 𝑆 和连续谱模 𝑘的量子谐振子。𝐵‡
𝑆 激发一个形模，

而 𝐵‡
𝑘 激发一个连续模。

所有的哈密顿量本征态可以用下面的半经典展开的方式分解

|𝜓⟩ =
∞

∑
𝑖=0

|𝜓⟩𝑖, (1-15)

其中 |𝜓⟩𝑖 的阶数为 𝑂(𝜆𝑖/2)。所有本征态 |𝜓⟩的领头阶分量 |𝜓⟩0 是𝐻′ 的领头阶

本征值方程的解，因此被定义为𝐻′
2 的本征态。

在扭结标架中，扭结哈密顿量𝐻′的扭结基态 |0⟩可以按阶数 𝑂(𝜆𝑖/2)分解为
|0⟩𝑖。我们的半经典展开中的第一项 |0⟩0 是 𝐻′

2 的真空。它是 (1-13)中每一项的
基态，因此完全由下面的这些条件表征

𝜋0|0⟩0 = 𝐵𝑘|0⟩0 = 𝐵𝑆|0⟩0 = 0. (1-16)

类似地，我们可以在领头阶定义包含一个扭结和一个介子的态，包含一个扭结和

两个介子的态（将用于介子倍增情形），以及包含一个激发态扭结和一个介子的

态（将用于斯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

|𝑘⟩0 = 𝐵‡
𝑘|0⟩0, |𝑘𝑘′⟩0 = 𝐵‡

𝑘𝐵‡
𝑘′|0⟩0, |𝑆𝑘⟩0 = 𝐵‡

𝑆𝐵‡
𝑘|0⟩0. (1-17)

1.4 量子反射性扭结

现在我们开始简要地研究量子反射性扭结。正如本章开头提到的那样，我们

将要在树图级别研究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这个新现象。然而到目前为止，形式
的应用受到两个限制。首先，所有显式计算都只考虑了由无反射势描述的扭结c；

其次，到目前为止所有计算都是和时间无关的。

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将使用自由扭结哈密顿量来处理扭结-介子散射。如此
一来我们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限制。特别地，我们不仅处理了无反射性扭结，还处

理了反射性扭结。我们对系统进行了时间演化，然后我们观察到我们在自由理论

中对反射性扭结的处理再现了和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计算的本质相同的反射和透

射系数。
c文献 [23]是个例外，然而对反射性正规模的特殊处理方式体现在执行数值积分的代码中，并且仅在该

文献的附录中有粗略描述，本文的处理方式与上述文献中使用的数值代码中的处理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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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1.4.1 正规模

考虑具有如下渐近行为的正规模

𝔤𝑘(𝑥) =
⎧⎪
⎨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 + 𝒞𝑘𝑒𝑖𝑘𝑥 若 𝑥 ≪ −1/𝑚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 ℰ𝑘𝑒𝑖𝑘𝑥 若 𝑥 ≫ 1/𝑚

(1-18)

ℬ∗
𝑘 = ℬ−𝑘, 𝒞∗

𝑘 = 𝒞−𝑘, 𝒟∗
𝑘 = 𝒟−𝑘, ℰ∗

𝑘 = ℰ−𝑘.

系数 ℬ、𝒞、𝒟、ℰ 受完备性关系

∫ 𝑑𝑥|𝔤𝐵(𝑥)|2 = 1, ∫ 𝑑𝑥𝔤𝑘1(𝑥)𝔤∗
𝑘2

(𝑥) = 2𝜋𝛿(𝑘1 − 𝑘2), ∫ 𝑑𝑥𝔤𝑆1(𝑥)𝔤∗
𝑆2

(𝑥) = 𝛿𝑆1𝑆2

(1-19)
以及它在 𝑥空间中的表达式

𝔤𝐵(𝑥)𝔤𝐵(𝑦) +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𝔤∗

𝑘(𝑦) = 𝛿(𝑥 − 𝑦), ∫∑
𝑑𝑘
2𝜋 = ∫

𝑑𝑘
2𝜋 + ∑

𝑆
(1-20)

的约束。|𝑘|的不同值的正规模将自动正交，因为它们满足具有不同特征值的相
同施图姆-刘维尔方程。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确保 𝔤𝑘(𝑥)和 𝔤−𝑘(𝑥)正交并且正确
归一化。由于这里的积分无穷大，我们只需考虑大 |𝑥|的区域。

我们给模 𝔤𝑘 应用 𝑘-空间的完备性关系 (1-19)。由于我们只对大的 |𝑥|感兴
趣，所以计算下式已经足够

lim
𝐿→∞ [∫

𝑥=−𝐿

𝑥=−2𝐿
+ ∫

𝑥=2𝐿

𝑥=𝐿 ] 𝑑𝑥𝔤𝑘1(𝑥)𝔤𝑘2(𝑥) =
⎧⎪
⎨
⎪⎩

2𝐿 若 𝑘1 = −𝑘2

0 若 𝑘1 ≠ −𝑘2.
(1-21)

易得

lim
𝐿→∞ [∫

𝑥=−𝐿

𝑥=−2𝐿
+ ∫

𝑥=2𝐿

𝑥=𝐿 ]
𝑑𝑥
𝐿 𝔤𝑘1(𝑥)𝔤𝑘2(𝑥)

=
⎧⎪
⎪
⎨
⎪
⎪⎩

|ℬ𝑘|2 + |𝒞𝑘|2 + |𝒟𝑘|2 + |ℰ𝑘|2 若 𝑘 = 𝑘1 = −𝑘2

2ℬ𝑘𝒞𝑘 + 2𝒟𝑘ℰ𝑘 若 𝑘 = 𝑘1 = 𝑘2

0 若 𝑘1 ≠ ±𝑘2.

(1-22)

然后我们有

|ℬ𝑘|2 + |𝒞𝑘|2 + |𝒟𝑘|2 + |ℰ𝑘|2 = 2, ℬ𝑘𝒞𝑘 + 𝒟𝑘ℰ𝑘 = 0. (1-23)

接下来我们在位置空间 (1-20)中应用完备性关系。当 |𝑥|, |𝑦| ≫ 1/𝑚时，只
有连续模才有贡献，于是只剩下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𝔤−𝑘(𝑦) = 𝛿(𝑥 − 𝑦).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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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绪论

计算等式左边我们得到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𝔤−𝑘(𝑦) = ∫

𝑑𝑘
2𝜋

⎧⎪
⎪
⎨
⎪
⎪⎩

(|ℬ𝑘|2 + |𝒞𝑘|2) 𝑒𝑖𝑘(𝑥−𝑦) 若 𝑥, 𝑦 ≪ −1/𝑚

(|𝒟𝑘|2 + |ℰ𝑘|2) 𝑒𝑖𝑘(𝑥−𝑦) 若 𝑥, 𝑦 ≫ 1/𝑚

(ℬ𝑘ℰ∗
𝑘 + 𝒞∗

𝑘𝒟𝑘) 𝑒−𝑖𝑘(𝑥+𝑦) 若 𝑥 ≪ −1/𝑚, 1/𝑚 ≪ 𝑦.
(1-25)

我们对 |𝑥|和 |𝑦|非常大的情况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 ℬ𝑘、𝒞𝑘、𝒟𝑘 以及 ℰ𝑘

相对于 𝑘的变化比平面波的因子慢得多。为了避免在 𝑥 = −𝑦处产生不必要的贡
献，我们提出如下限制

ℬ𝑘ℰ∗
𝑘 + 𝒞∗

𝑘𝒟𝑘 = 0. (1-26)

此外，为了在大 |𝑥|和 |𝑦|的限制下正确地归一化 delta函数，我们得到了如下约
束

|ℬ𝑘|2 + |𝒞𝑘|2 = |𝒟𝑘|2 + |ℰ𝑘|2 = 1. (1-27)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幺正矩阵来总结所有这些约束

𝑈 =
⎛
⎜
⎜
⎝

ℬ𝑘 𝒞∗
𝑘

ℰ𝑘 𝒟∗
𝑘

⎞
⎟
⎟
⎠

, 𝑈 †𝑈 = 1 (1-28)

1.4.2 波包的传播

考虑一个移动的波包

Φ(𝑥) = Exp
[

−(𝑥 − 𝑥0)2

4𝜎2 + 𝑖𝑥𝑘0]
, 𝑥0 ≪ −1/𝑚, 𝑘0 ≫ 1

𝜎 , 𝜎 ≪ |𝑥0|.

(1-29)
注意我们始终使用质心系，由于扭结相对于介子的极大质量，可以近似地看作

静止在位置坐标的原点 𝑥 = 0。上式对应于一个介子初始位于扭结的左边，在
𝑥 = 𝑥0 处（因而 𝑥0 < 0）以动量 𝑘0 向右移动。我们将假设它移动得足够快以至

于可以忽略色散。

正规模的完备性意味着，在 |𝑥| ≫ 1/𝑚，任何波包都可以分解为

Φ(𝑥)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𝔤−𝑘(𝑥), 𝛼𝑘 = ∫ 𝑑𝑥Φ(𝑥)𝔤𝑘(𝑥). (1-30)

波包表达式 (1-29)在 𝑥 ≪ −1/𝑚处成立，因此我们可以代入在 𝑥 ≪ −1/𝑚处有效
的 𝔤𝑘(𝑥)的渐近表达式。然后我们有

𝛼𝑘 = 2𝜎√𝜋 (ℬ𝑘𝑒−𝑖(𝑘−𝑘0)𝑥0𝑒−(𝑘−𝑘0)2𝜎2 + 𝒞𝑘𝑒𝑖(𝑘+𝑘0)𝑥0𝑒−(𝑘+𝑘0)2𝜎2
)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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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使用狄拉克符号，在扭结标架中，波包对应于单介子态

|Φ⟩0 = ∫ 𝑑𝑥Φ(𝑥)|𝑥⟩0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𝑘⟩0, |𝑘⟩0 = 𝐵‡

𝑘|0⟩0, |𝑥⟩0 =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𝑘⟩0.

(1-32)
它是单扭结空间的介子福克空间分解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初始位于 𝑥 = 𝑥0

处的介子向 𝑥 ∼ 0处的扭结移动。我们提醒读者，方程式 (1-16)中定义的 |0⟩0是

单个扭结基态的最低阶近似值，并且是用希尔伯特空间的扭结标架所表示。

在时刻 𝑡波包演化为

|Φ(𝑡)⟩0 = ∫ 𝑑𝑥Φ(𝑥, 𝑡)|𝑥⟩0, Φ(𝑥, 𝑡) = ∫
𝑑𝑘
2𝜋 𝑒−𝑖𝜔𝑘𝑡𝛼𝑘𝔤−𝑘(𝑥). (1-33)

当 𝜎 足够大时，𝑘总是接近于 𝑘0 或 −𝑘0。因此，我们将以 (𝑘 ± 𝑘0)展开到一阶。
波包色散仅从第二阶开始出现，因此在这样的近似中不必考虑。在第一阶有

𝜔𝑘 = 𝜔𝑘0 + (±𝑘 − 𝑘0) 𝑘0
𝜔𝑘0

. (1-34)

将 (1-31)和 (1-34)代入等式 (1-33)即得到波包的演化。

在 𝑥 ≪ 0处我们得到波包

Φ(𝑥, 𝑡) = 2𝜎√𝜋𝑒−𝑖𝜔𝑘0 𝑡
∫

𝑑𝑘
2𝜋

⎛
⎜
⎜
⎝
ℬ𝑘𝑒

−𝑖(𝑘−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𝑒−(𝑘−𝑘0)2𝜎2

+𝒞𝑘𝑒
𝑖(𝑘+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𝑒−(𝑘+𝑘0)2𝜎2⎞

⎟
⎟
⎠

(ℬ∗
𝑘𝑒𝑖𝑘𝑥 + 𝒞∗

𝑘𝑒−𝑖𝑘𝑥) . (1-35)

对于足够大的 𝜎，第一个高斯分布集中在 𝑘 = 𝑘0 处，第二个高斯分布集中在

𝑘 = −𝑘0处，因此我们可以用它们在 𝑘 = ±𝑘0处的值来简化系数 ℬ𝑘和 𝒞𝑘，得到

Φ(𝑥, 𝑡) = 𝑒−𝑖𝜔𝑘0 𝑡

⎛
⎜
⎜
⎜
⎜
⎝
(|ℬ𝑘0|

2
+ |𝒞𝑘0|

2

) 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𝑖𝑘0𝑥

⎤
⎥
⎥
⎥
⎥
⎦

+2ℬ𝑘0𝒞∗
𝑘0

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𝑖𝑘0𝑥

⎤
⎥
⎥
⎥
⎥
⎦

⎞
⎟
⎟
⎟
⎟
⎠

. (1-36)

两个高斯因子分别对应于位置 𝑥等于 ±𝑥𝑡

𝑥𝑡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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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发现 𝑘0/𝜔𝑘0 是波包的群速度，𝑡是传播时间。我们现在考虑 𝑥 ≪ 0的情
况，因此第一个高斯项在 𝑥𝑡 ≪ 0处，第二个高斯项在 𝑥𝑡 ≫ 0处。

在较早时刻 𝑡 ≪ 𝜔𝑘0|𝑥0|/𝑘0，只有第一个高斯项可能有贡献，我们得到

Φ(𝑥, 𝑡) = 𝑒−𝑖𝜔𝑘0 𝑡+𝑖𝑘0𝑥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
⎥
⎥
⎥
⎦

= 𝑒−𝑖(𝑚2/𝜔𝑘0)𝑡Φ
(

𝑥 − 𝑘0
𝜔𝑘0

𝑡
)

.

(1-38)
这里我们用到了 (1-27)。解释是，在 (𝑘 − 𝑘0)展开的这一阶，波包在到达扭结之
前只是简单地向右运动。在 𝑡 ≫ 𝜔𝑘0|𝑥0|/𝑘0时，在介子和扭结发生相互作用之后，

只有第二个高斯项可能有贡献。因此，在 𝑥 ≪ −1/𝑚处，波函数变为

Φ(𝑥, 𝑡) = 2𝑒−𝑖𝜔𝑘0 𝑡−𝑖𝑘0𝑥ℬ𝑘0𝒞∗
𝑘0

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
⎥
⎥
⎥
⎦

. (1-39)

我们看到扭结的动量改变了正负号，现在 𝑥 < 0处的波包部分正朝相反的方向
传播。另外这个位置是 𝑥 = −𝑥𝑡，它已经从扭结处发生了反射。不过整个波包并

没有发生反射。这里我们只计算了 𝑥 < 0处对波包的贡献，振幅已被减弱了因子
2ℬ𝒞∗。我们将这个因子解释为反射系数。

我们来看扭结的右侧发生的现象。只需将等式 (1-18)中 𝑥 ≫ 0处的 𝔤−𝑘(𝑥)
代入等式 (1-33)，即可得到

Φ(𝑥, 𝑡) = 𝑒−𝑖𝜔𝑘0 𝑡

⎛
⎜
⎜
⎜
⎜
⎝

(ℬ𝑘0𝒟∗
𝑘0

+ 𝒞∗
𝑘0

ℰ𝑘0) 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𝑖𝑘0𝑥

⎤
⎥
⎥
⎥
⎥
⎦

+ (ℬ𝑘0ℰ∗
𝑘0

+ 𝒞∗
𝑘0

𝒟𝑘0) 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𝑖𝑘0𝑥

⎤
⎥
⎥
⎥
⎥
⎦

⎞
⎟
⎟
⎟
⎟
⎠

. (1-40)

由于等式 (1-26)的约束，第二行为零。第一行的高斯项在 𝑥 = 𝑥𝑡处。

由于我们考虑的是 𝑥 > 0 的情况，上面的情况仅在 𝑥𝑡 > 0 时发生，因此
𝑡 ≫ 𝜔𝑘0|𝑥0|/𝑘0 ，即介子与扭结发生相互作用之后。这个结果是合理的，因为介

子在相互作用之前不可能到达扭结的右边。在散射之后的时刻 𝑡，位置是 𝑥𝑡，这

意味着在这一阶，介子继续以其初始运动速度经过扭结。我们将 (ℬ𝒟∗ + 𝒞∗ℰ)因
子解释为透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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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和量子力学的对比

上述计算和相对论量子力学中的计算是等价的。这是因为量子场论的扭结

标架将量子场论中的扭结-介子散射的领头阶问题简化为了一个简单的量子力学
练习。当然，上述计算的优点是它可以推广到更高阶，例如可以用来研究介子对

扭结的反作用，而这在量子力学中是看不到的，因为在那里扭结被势阱所取代。

但是反射系数果真是 2ℬ𝒞∗吗？通常在量子力学中，人们不去使用一组正规

模的基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假使那样做，推导将变得复杂，并且物理图像会

变得模糊。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使用这一套方法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与等式 (1-32)
中的扭结标架的介子福克空间简单地联系起来。

为简单起见，我们考虑具有对称势的量子力学。这对应于𝐻2中的对称质量

项，它源于量子场论中对称势中的反对称扭结。除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扭结

两侧真空能量的量子修正并不一致，因此扭结会加速 [35]，并且不会对应于哈密
顿本征态。虽然这些问题在此处考虑的低阶微扰理论中不会出现，并且它们也不

会阻碍我们应用我们的形式，但它们解释了为何我们可以只对对称势感兴趣。

在量子力学中，这一阶的扭结被势阱取代，散射由对称且幺正的 𝑆 矩阵描
述

𝑆 =
⎛
⎜
⎜
⎝

𝑡 𝑟
𝑟 𝑡

⎞
⎟
⎟
⎠

, (1-41)

其中 𝑡和 𝑟是复的透射和反射系数，由于 𝑆 的幺正性，

|𝑡|2 + |𝑟|2 = 1, Arg(𝑟) = Arg(𝑡) ± 𝜋
2 . (1-42)

考虑 𝑘 > 0的情形。对于单色波，我们的波包 (1-30)约化为 𝔤−𝑘(𝑥)。那么 ℬ∗
𝑘

和 ℰ∗
𝑘 分别可以解释为从左边和右边入射到势阱中的粒子，而 𝒞∗

𝑘 和𝒟∗
𝑘对应的是

粒子向左和向右远离势阱。𝑆 矩阵将这些系数联系起来

⎛
⎜
⎜
⎝

𝒞∗
𝑘

𝒟∗
𝑘

⎞
⎟
⎟
⎠

= 𝑆
⎛
⎜
⎜
⎝

ℰ∗
𝑘

ℬ∗
𝑘

⎞
⎟
⎟
⎠

. (1-43)

矢量 (𝒞𝑘, 𝒟𝑘)和 (ℬ𝑘, ℰ𝑘)是正交的（见式 (1-23)）。这可以在相差一个相位 𝜙下固
定 (𝒞𝑘, 𝒟𝑘)

𝑆
⎛
⎜
⎜
⎝

ℰ∗
𝑘

ℬ∗
𝑘

⎞
⎟
⎟
⎠

=
⎛
⎜
⎜
⎝

𝒞∗
𝑘

𝒟∗
𝑘

⎞
⎟
⎟
⎠

= 𝑒𝑖𝜙
⎛
⎜
⎜
⎝

−ℰ∗
𝑘

ℬ∗
𝑘

⎞
⎟
⎟
⎠

. (1-44)

这一组线性方程的解是

ℬ∗
𝑘 = −𝑡 + 𝑒𝑖𝜙

𝑟 ℰ∗
𝑘 , ℰ∗

𝑘 = 𝑒𝑖𝜙 − 𝑡
𝑟 ℬ∗

𝑘.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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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 = |𝑡|𝑒𝑖𝜃, 𝑟 = 𝑖𝜖1|𝑟|𝑒𝑖𝜃, 𝜖1 = ±1 (1-46)

并结合这两个方程 (1-45)，我们发现

ℰ∗
𝑘 = 𝑒2𝑖𝜙 − |𝑡|2𝑒2𝑖𝜃

|𝑟|2𝑒2𝑖𝜃 ℰ∗
𝑘 . (1-47)

这说明

𝑒𝑖𝜙 = 𝜖2𝑒𝑖𝜃, 𝜖2 = ±1. (1-48)

因此有

ℬ𝑘 = −𝑖𝜖1𝜖2
1 + 𝜖2|𝑡|

|𝑟| ℰ𝑘 = −𝑖𝜖1𝜖2√
1 + 𝜖2|𝑡|
1 − 𝜖2|𝑡|ℰ𝑘. (1-49)

然后由条件 |ℬ𝑘|2 + |ℰ𝑘|2 = 1可以导出

|ℬ𝑘| = √
1 + 𝜖2|𝑡|

2 , |ℰ𝑘| = √
1 − 𝜖2|𝑡|

2 . (1-50)

因此，使用某个相位 𝜆表示，

ℬ𝑘 = 𝑒−𝑖𝜆√
1 + 𝜖2|𝑡|

2 , ℰ𝑘 = 𝑖𝑒−𝑖𝜆𝜖1𝜖2√
1 − 𝜖2|𝑡|

2 . (1-51)

现在使用最初的方程 (1-44)，我们得到

𝒞𝑘 = −𝑒−𝑖𝜙ℰ𝑘 = −𝑖𝑒−𝑖(𝜆+𝜙)𝜖1𝜖2√
1 − 𝜖2|𝑡|

2 , 𝒟𝑘 = 𝑒−𝑖𝜙ℬ𝑘 = 𝑒−𝑖(𝜆+𝜙)√
1 + 𝜖2|𝑡|

2 .
(1-52)

因此

2ℬ𝑘𝒞∗
𝑘 = 2𝑖𝑒𝑖𝜙𝜖1𝜖2√

1 + 𝜖2|𝑡|
2 √

1 − 𝜖2|𝑡|
2 = 𝑖𝑒𝑖𝜙𝜖1𝜖2|𝑟| = 𝑟. (1-53)

因此，量子场论的反射系数 2ℬ𝒞∗与量子力学的结果完全一致。类似地

ℬ𝑘𝒟∗
𝑘 + 𝒞∗

𝑘ℰ𝑘 = 𝑒𝑖𝜙 (|ℬ𝑘|2 − |ℰ𝑘|2) = 𝑒𝑖𝜙𝜖2|𝑡| = 𝑡. (1-54)

所以透射系数也与量子力学的结果一致。

1.4.4 对量子反射性扭结的小结

本节的计算非常简单，并且这些计算也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相对论量子

力学中进行过无数次，对应于粒子通过对称势垒或势阱的散射。然而我们提出了

对计算结果的新颖解释，因为粒子扮演着基本介子场 𝜙(𝑥)的角色，而势阱是对
量子扭结的领头阶近似。扭结标架的奇妙之处在于它将非微扰量子场论计算转

13



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化为量子力学中的一个古老的练习。我们现在可以期待扭结-介子散射可以在扭
结哈密顿量的领头阶使用量子力学中的技术进行处理，这也将是本文后面的重

要部分。

那么我们重复这个古老计算有何收获？我们扩展了文献 [17, 18]的形式以包
括时间演化和反射势。反射势显然很有趣，因为它们描述了大多数的扭结。然而

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即使对于自由理论中无反射性的扭结，在树图级别也有反

射发生，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对于诸如 𝜙4 理论和 Sine-Gordon模型这些无反射
性扭结进行微扰处理，我们在本节开发出的框架也是必要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将时间演化引入了线性化的孤子微扰理论的形式，该

形式始终使用薛定谔绘景，其中的所有算符都是时间无关的。此外，除文献 [23]
外，该形式限制了我们对哈密顿本征态的关注，所以即使是态也不会演化。即使

在文献 [23]中，也只是考虑了 𝑡 = 0时刻，尽管在那里计算了瞬时加速度。另一
方面，本节首次描述了如何将这种形式应用于有限时间的时间演化。

量子场论中的领头阶的态已在每个时刻 𝑡被求出，即使是在相互作用期间也
是如此，尽管 𝔤𝑘(𝑥)的渐近表达式在那里不能应用。𝔤𝑘(𝑥)的解析表达式在 Sine-
Gordon和 𝜙4模型中是已知的，并且在许多其他模型中也发现了非常好的数值近

似。因此，等式 (1-31)和 (1-33)确实在演化过程中的任何时刻给出了半经典展开
式中领头阶的完全态。这相比于欧几里德时间方法是一个进步，欧几里德时间方

法通常应用于 𝑆 矩阵的计算，因此本质上仅限于无穷大时间的演化。每一时刻
的这些态的领头阶表达式，以及这里引入的扭结标架时间演化的一般形式，当然

是计算微扰修正所必需的，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将要在后几章首次研究的物理现

象。

1.5 本文余下部分

接下来在第 2章我们研究扭结态之间的约化内积 [36]，证明了第 3、4章中
经过简化的计算的有效性。然后，我们在第 3、4章开始计算三种扭结-介子非弹
性散射过程发生的概率，其中我们在第 3章研究介子倍增 [37]，在第 4章研究斯
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 [38]。最后我们在第 5章做出全文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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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扭结态之间的约化内积

2.1 引言

2.1.1 扭结态约化内积的研究动机

文献 [15]的集体坐标方法允许涉及量子扭结的任意计算a。扭结本身的位置

被量子化，并且场在这个时间依赖的位置被展开。然而，扭结位置和场展开之间

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为了将算符转化为正则形式以允许量子化，需要经典理论

中已有的非线性正则变换。这种变换不会使量子路径积分保持不变，因此在量子

理论中，需要在哈密顿量 [16]中加入无限级数的项。这些复杂性使得解决除最
简单的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都变得不切实际。例如，扭结质量的两圈修正仅在由

于可积性 [40, 41]或超对称 [42]已知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被计算。此外，扭结-介
子散射仅限于对有效汤川耦合的领头阶贡献进行计算 [43, 44]。然而，最近这种
方法在计算形状因子 [45–47]方面取得了有前景的发展。

文献 [17, 18]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方法，即线性化的扭结微扰理论，
这已经在第 1章被回顾。在这里扭结场被展开，扭结如同处在一个固定的基点。
因此，这些场从一开始就是正则的。代价则是扭结与基点的距离作为耦合中的半

经典展开被微扰地处理。因此，如果扭结波包延展超出展开的收敛半径，则结果

是不可靠的。在渐近级数的意义上，收敛半径大于扭结的德布罗意波长，但小于

其经典直径。这就给出了适用于局部扭结波包的方法b，或者更普遍地可以适用

于局域孤子波包，如同在许多应用中出现的那样，如孤子暗物质 [48, 49]，固定
的 Abrikosov涡旋和扭结-杂质相互作用 [23, 50]。

然而，有时人们对相反的框架感兴趣，其中扭结处于平移不变态，例如它的

基态，或者扭结和有限数目的介子组成的系统的基态。平移不变态是一种量子叠

加，对扭结和介子的所有可能的同时且相等的平移求和，这必然使它们的相对距

离保持不变，例如文献 [51]中使用 Skyrme模型 [52, 53]处理质子-介子散射的情
形，在那里必须同时考虑距基点任意远位置处的多个扭结，因而上面朴素的微扰

方法将失效。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使用平移不变性c。关于平移不变的扭结态的所有信
a从文献 [14]开始，在一圈水平，人们已经发展了许多强大而有效的处理孤子的方法。近期它们在文献

[39]中被回顾。
b注意应当区分扭结-介子系统质心的波包（它的尺寸被微扰地处理，因此是有界的）和描述与扭结间有

着相对位置的一个介子的波包（它可以被精确处理，并且它的单色极限不会使问题复杂化）。
c文献 [54]中提出了一种不需要平移不变性的替代方法。然而到目前为止零模仍没有被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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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都包含在涉及基点处扭结的构型中，因此只要对该情况进行研究并考虑平移

不变性，我们就能得出所有的量。在计算扭结质量的情形，这是通过将态微扰地

投影到动量算符的核上，然后求解关于基点的扭结位置的幂级数展开的薛定谔

方程来实现的。如果我们对关于基点的展开中的所有系数可以得到解，那么由于

平移不变性，任意位置处都可以得解。事实上，该方法已被证明与先前的形状因

子计算以及两圈质量修正一致，并且由于其简单性，它提供了对不可积、非超对

称扭结质量 [25]甚至激发态扭结 [28]以及不可积模型中的扭结形状因子 [21]的
新颖计算。

然而，当人们试图计算动力学量时，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这里需

要计算态的内积。这些平移不变态是不可归一化的，因而它们的内积不存在。通

常可以通过以波包的形式对态进行正规化并对波包取大尺寸极限来避免这个问

题。不幸的是，在线性化的微扰理论的情况下，这无法完成，因为我们无法处理

大于收敛半径的有限波包。人们也许会试图通过压缩空间来避免这个问题。然

而，这种紧致化需要特定的边界条件，并且不能保证在紧致化半径取无穷大时有

限的贡献不会残留。因此，我们将尽量避免紧致化。

到目前为止，在动力学问题中，我们已经避开了这个复杂处理。在受激扭结

衰变 [20]和本文第 3、4章将要研究的介子倍增和（反）斯托克斯散射的情况下，
出现的内积总是在分子和分母中，其中相同的内积同时出现在概率表达式的分

子和分母中，因此我们抵消了它们。然而，在更高阶时，分子和分母中将会出现

不能简单抵消的态。

2.1.2 本章概述

本章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策略来处理平移不变态的内积，它不需要对无穷

大进行正规化。由于我们感兴趣的内积总是出现在可观测表达式的分子和分母

中，我们用无限体积平移群对两者求商（并注意保持相关的雅可比因子）。这种

策略类似于通过全局平移对称性来取规范（同时平移扭结和介子）。直观上，这

也与半径为零的紧致化有关，只是扭结和介子之间的距离恒定，因而可以认为它

们实际上处于一个无限空间之中。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扭结空间，这是存在一个量子扭结时任意有限数目介

子组成的福克空间。然而对其他拓扑空间的推广是显然的。

本章的主要结果是任意两个平移不变态之间的约化内积公式，即式 (2-70)。
直观上，普通的内积可以写成集体坐标 𝑥上的积分，约化内积则通过插入 𝛿(𝑥)来
定义。集体坐标通过寻常的刚性平移进行平移变换。在线性化的微扰理论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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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使用集体坐标 𝑥，而是使用线性化的坐标 𝑦，其平移下的变换相当复杂。我
们的公式 (2-70)将 𝛿(𝑥)替换为 𝑦′(𝑥)𝛿(𝑦)，其中雅可比因子 𝑦′(𝑥)是一个算符。令
人惊讶的是，由于 𝛿(𝑦)的存在，这个公式比通常的内积公式更简单，因为它不
需要用到态对零模（本征值为 𝑦）的依赖性。这并不是显然不一致的，因为在平
移不变态的情况下，对零模的依赖性完全由平移不变性决定 [18]。这种简化的代
价是加入了 𝑦′(𝑥)，它在朴素的内积之上包含两个有限的量子修正（这两个量子
修正混合了介子数相差一的空间。这些修正反映了扭结的零模在平移时与正规

模混合的事实。

本文将涉及到约化内积的三个应用场景。首先，这使我们能够在更坚实的基

础上进行形式操作，这些模在第 3章和第 4章中被简单地抵消了。此外，它还允
许我们处理出现更复杂内积的情况，例如零模的矩阵元。事实上，这在介子倍增

振幅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振幅的 𝑂(√𝜆)阶贡献已经发生了，这是由于初态或
末态有 𝑂(√𝜆)阶修正，而相互作用没有 𝑂(√𝜆)阶修正。我们将用我们发展的形
式来计算这些修正，并证明它们在这一阶没有贡献。

最后，我们用它来计算由双介子态组成的单介子态的领头阶修正。它已经在

文献 [28]中进行了计算，但那里的结果涉及哈密顿量简并位置处的极点，因此
处理极点的不同方法会产生合法但不等价的哈密顿本征态。本章中我们将发现

对极点的一个特定的处理方法可以对扭结-介子散射得到具有物理动机的初始条
件，其中初态永远不会包含两个介子。

在第 2.2节中，我们展示了我们在量子力学情况下对约化内积的构造。该构
造适用于第 2.3节中量子场论的扭结空间。在第 2.4节中，我们提供了一些约化
内积的例子。最后，在第 2.5节中，我们应用这种形式来使用平移不变态计算介
子倍增的振幅，得到了与第 3章中相同的结果，那里的主体计算（第 3.3节及之
后）忽略了对初态和末态的量子修正。并且我们直接把这个等价性推广到（反）

斯托克斯散射情形。此外我们还计算了与该实验相关的对初态的量子修正，其对

应于文献 [28]中处理极点的方法。

2.2 量子力学中的约化内积

我们的主要结果将是单扭结空间中的平移不变态的有限约化内积的表达式。

它是通过平移群对普通内积求商而得出的（并注意仔细处理雅可比项）。在本节

中，我们将通过在量子力学中定义一个类似的约化内积来作为我们的动机。

雅可比项是非平庸的，因为平移算符 𝑃 ′非线性地作用于线性化的坐标 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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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𝑦定义为 𝜙0的本征值。然而，平移算符 𝑃 ′作为一个简单的平移在集体坐标 𝑥
上线性作用。我们将通过首先计算以集体坐标 𝑥表示的态的相当简单的约化内
积来得出我们的结果，然后我们将推导出集体坐标和线性化的坐标 𝑦之间的对
应条件，这允许我们定义以线性化的坐标表示的态的约化内积。

2.2.1 集体坐标：定义

我们首先定义集体坐标以描述量子力学希尔伯特空间中的态。

令 |𝑒𝑛⟩是在平移算符 𝑃 ′下不变的态的一组正交基。其中每一个都可以分解

为集体坐标算符 �̂�的本征态

|𝑒𝑛⟩ = ∫ 𝑑𝑥|𝑛𝑥⟩𝑥, �̂�|𝑛𝑥⟩𝑥 = 𝑥|𝑛𝑥⟩𝑥, [�̂�, 𝑃 ′] = 𝑖, (2-1)

其中 𝑛是整数量子数，并且

𝑃 ′
∫ 𝑑𝑥𝐹 (𝑥)|𝑛𝑥⟩𝑥 = −𝑖 ∫ 𝑑𝑥𝐹 ′(𝑥)|𝑛𝑥⟩𝑥, 𝑥⟨𝑛1𝑥1|𝑛2𝑥2⟩𝑥 = 𝛿𝑛1𝑛2𝛿(𝑥1 − 𝑥2).

(2-2)
注意，(2-2)中的第一个关系式意味着 𝑃 ′对此基的作用类似于量子力学中的动量

算符

[�̂�, 𝑒−𝑖𝑥2𝑃 ′] = 𝑥2𝑒−𝑖𝑥2𝑃 ′ ⇒ 𝑒−𝑖𝑥2𝑃 ′|𝑛𝑥1⟩𝑥 = |𝑛, 𝑥1 + 𝑥2⟩𝑥. (2-3)

虽然 |𝑒𝑛⟩不可归一化，但我们可以将约化内积定义为

⟨𝑒𝑚|𝑒𝑛⟩red = 𝛿𝑚𝑛. (2-4)

任何平移不变的态 |𝜓⟩都可以被展开为

|𝜓⟩ = ∑𝑛
𝜓𝑛|𝑒𝑛⟩. (2-5)

因此任意的约化内积是

⟨𝜙|𝜓⟩red = ∑𝑛
𝜙∗

𝑛𝜓𝑛. (2-6)

2.2.2 线性化的坐标：内积

考虑态 |𝑛𝑦⟩𝑦的另一组基，其中 𝜙0和 𝜋0是哈密顿量中的算符，它们满足

𝜙0|𝑛𝑦⟩𝑦 = 𝑦|𝑛𝑦⟩𝑦, 𝜋0 ∫ 𝑑𝑦𝐹 (𝑦)|𝑛𝑦⟩𝑦 = −𝑖 ∫ 𝑑𝑦𝐹 ′(𝑦)|𝑛𝑦⟩𝑦. (2-7)

定义整数量子数 𝑛使得

𝑦⟨𝑛1𝑦1|𝑛2𝑦2⟩𝑦 = 𝛿𝑛1𝑛2𝐺𝑛1(𝑦1, 𝑦2),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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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𝐺𝑛是一类我们将要继续确定的函数。

由于 𝜙0是厄米的，我们有

0 = 𝑦⟨𝑛𝑦1|(𝜙0 − 𝜙0)|𝑛𝑦2⟩𝑦 = (𝑦1 − 𝑦2)𝑦⟨𝑛𝑦1|𝑛𝑦2⟩𝑦 = (𝑦1 − 𝑦2)𝐺𝑛(𝑦1, 𝑦2). (2-9)

所以只有当 𝑦1 = 𝑦2 时 𝐺𝑛(𝑦1, 𝑦2) 才不为零。因此我们把它简单地写成 𝛿(𝑦1 −
𝑦2)𝐺𝑛(𝑦1)并且

𝑦⟨𝑛1𝑦1|𝑛2𝑦2⟩𝑦 = 𝛿𝑛1𝑛2𝛿(𝑦1 − 𝑦2)𝐺𝑛1(𝑦1). (2-10)

由于 𝜋0是厄米的，对任意的紧支撑函数 𝐹𝑖(𝑦)有

0 = ∫ 𝑑𝑦1 ∫ 𝑑𝑦2 𝑦⟨𝑛𝑦1|𝐹 ∗
1 (𝑦1)(𝜋0 − 𝜋0)𝐹2(𝑦2)|𝑛𝑦2⟩𝑦 (2-11)

= ∫ 𝑑𝑦1 ∫ 𝑑𝑦2 𝑦⟨𝑛𝑦1| [𝑖𝐹 ′∗
1 (𝑦1)𝐹2(𝑦2) + 𝑖𝐹 ∗

1 (𝑦1)𝐹 ′
2 (𝑦2)] |𝑛𝑦2⟩𝑦

= 𝑖 ∫ 𝑑𝑦1 ∫ 𝑑𝑦2 [𝐹 ′∗
1 (𝑦1)𝐹2(𝑦2) + 𝐹 ∗

1 (𝑦1)𝐹 ′
2 (𝑦2)] 𝐺𝑛(𝑦1)𝛿(𝑦1 − 𝑦2)

= 𝑖 ∫ 𝑑𝑦𝜕𝑦(𝐹 ∗
1 (𝑦)𝐹2(𝑦))𝐺𝑛(𝑦) = −𝑖 ∫ 𝑑𝑦𝐹 ∗

1 (𝑦)𝐹2(𝑦)𝜕𝑦𝐺𝑛(𝑦). (2-12)

由于它对任意的紧支撑函数均成立，我们得到

𝜕𝑦𝐺𝑛(𝑦) = 0 (2-13)

因此我们将 𝐺𝑛(𝑦)替换为 𝐺𝑛，然后可以写出下式

𝑦⟨𝑛1𝑦1|𝑛2𝑦2⟩𝑦 = 𝛿𝑛1𝑛2𝛿(𝑦1 − 𝑦2)𝐺𝑛1 . (2-14)

最后，我们可以将态 |𝑛𝑦⟩𝑦以因子 1/√𝐺𝑛重整化，所以有

𝑦⟨𝑛1𝑦1|𝑛2𝑦2⟩𝑦 = 𝛿𝑛1𝑛2𝛿(𝑦1 − 𝑦2). (2-15)

2.2.3 线性化的坐标：平移

考虑如下平移不变态

|𝜓⟩ = ∑𝑛 ∫ 𝑑𝑦�̂�𝑛(𝑦)|𝑛𝑦⟩𝑦 (2-16)

并假设平移算符有如下形式

𝑃 ′ = 𝐴𝜋0 + 𝐵 + 𝐶𝜙0, (2-17)

其中 𝐴、𝐵 和 𝐶 是与 𝜋0 和 𝜙0 对易的矩阵。注意， ̂符号并不意味着 �̂�𝑛(𝑦)是算
符，它仅仅是 𝑦基中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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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平移算符作用于平移不变态，我们得到

𝑃 ′|𝜓⟩ = ∑𝑚𝑛 ∫ 𝑑𝑦 [−𝑖𝐴𝑚𝑛�̂�′
𝑛(𝑦) + 𝐵𝑚𝑛�̂�𝑛(𝑦) + 𝐶𝑚𝑛𝑦�̂�𝑛(𝑦)] |𝑚𝑦⟩𝑦 (2-18)

所以对于平移不变态有

𝐴�̂�′(𝑦) + 𝑖(𝐵 + 𝑦𝐶)�̂�(𝑦) = 0. (2-19)

特别地，对于小 𝜖值有

�̂�(𝜖) = �̂�(0) + 𝜖�̂�′(0) = �̂�(0) − 𝑖𝜖𝐴−1𝐵�̂�(0). (2-20)

令 ̂𝑣𝑗 是 𝐴𝑚𝑛的本征矢，使得

∑𝑛
𝐴𝑚𝑛 ̂𝑣𝑗

𝑛 = 𝜆𝑗 ̂𝑣𝑗
𝑚. (2-21)

考虑由下式定义的平移不变态 |𝑣𝑗⟩

|𝑣𝑗⟩ = ∑𝑛 ∫ 𝑑𝑦 ̂𝑣𝑗
𝑛(𝑦)|𝑛𝑦⟩𝑦, ̂𝑣𝑗

𝑛(0) = ̂𝑣𝑗
𝑛. (2-22)

对其使用平移算符可以得到

𝑃 ′|𝑣𝑗⟩ = ∑𝑚𝑛 ∫ 𝑑𝑦 [−𝑖𝐴𝑚𝑛 ̂𝑣𝑗′
𝑛 (𝑦) + 𝐵𝑚𝑛 ̂𝑣𝑗

𝑛(𝑦) + 𝐶𝑚𝑛𝑦 ̂𝑣𝑗
𝑛(𝑦)] |𝑚𝑦⟩𝑦 = 0. (2-23)

故

∑𝑛
[−𝑖𝐴𝑚𝑛 ̂𝑣𝑗′

𝑛 (𝑦) + 𝐵𝑚𝑛 ̂𝑣𝑗
𝑛(𝑦) + 𝐶𝑚𝑛𝑦 ̂𝑣𝑗

𝑛(𝑦)] = 0. (2-24)

特别地，对于小 𝜖值有
̂𝑣𝑗(𝜖) = (1 − 𝑖𝜖𝐴−1𝐵) ̂𝑣𝑗 . (2-25)

现在让我们只考虑固定在 𝑦处的分量

|𝑣𝑗 , 𝑦⟩𝑦 = ∑𝑛
̂𝑣𝑗
𝑛(𝑦)|𝑛𝑦⟩𝑦, |𝑣𝑗⟩ = ∫ 𝑑𝑦|𝑣𝑗 , 𝑦⟩𝑦. (2-26)

它不是平移不变的

𝑃 ′|𝑣𝑗 , 0⟩𝑦

= 𝑃 ′
∑𝑛

̂𝑣𝑗
𝑛|𝑛0⟩𝑦 = ∑𝑛

̂𝑣𝑗
𝑛𝑃 ′

∫ 𝑑𝑦𝛿(𝑦)|𝑛𝑦⟩𝑦 = ∑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𝑃 ′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𝑛𝑦⟩𝑦

= ∑𝑚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𝑖𝐴𝑚𝑛

𝑦
𝜎2 + 𝐵𝑚𝑛 + 𝐶𝑚𝑛𝑦] |𝑚𝑦⟩𝑦

= ∑𝑚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𝑖𝐴𝑚𝑛

𝑦
𝜎2 + 𝐵𝑚𝑛] |𝑚𝑦⟩𝑦.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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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一个等式中，我们使用了如下事实，即当 𝜎 → 0并且 𝑦/𝜎 固定时，也有
𝑦 → 0。𝐶 项的系数为 𝑦，因此 𝐶 项也趋于零。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有限距离 𝜖 的变换。我们将通过极限内部的一阶变换
来近似它，当我们取 𝜎 → 0时，我们同时也取 𝜖/𝜎 → 0，因此这是合法的。变换
是

𝑒−𝑖𝜖𝑃 ′|𝑣𝑗 , 0⟩𝑦

= ∑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𝑒−𝑖𝜖𝑃 ′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𝑛𝑦⟩𝑦

= ∑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1 − 𝑖𝜖𝑃 ′)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𝑛𝑦⟩𝑦

= ∑𝑚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𝛿𝑚𝑛 + 𝜖𝐴𝑚𝑛

𝑦
𝜎2 − 𝑖𝜖𝐵𝑚𝑛] |𝑚𝑦⟩𝑦

= ∑𝑚𝑛
̂𝑣𝑗
𝑛 lim

𝜎→0
1

𝜎√2𝜋 ∫ 𝑑𝑦𝑒− 𝑦2
2𝜎2 [𝛿𝑚𝑛 + 𝜖𝛿𝑚𝑛𝜆𝑗

𝑦
𝜎2 − 𝑖𝜖𝜆𝑗(𝐴−1𝐵)𝑚𝑛] |𝑚𝑦⟩𝑦.

(2-28)

使用展开 (2-25)

𝑒− (𝑦−𝜆𝑗 𝜖)2

2𝜎2 ̂𝑣𝑗(𝜆𝑗𝜖) = 𝑒− 𝑦2
2𝜎2

[1 +
𝜆𝑗𝜖𝑦
𝜎2 − 𝑖𝜆𝑗𝜖𝐴−1𝐵] ̂𝑣𝑗 . (2-29)

于是我们最后得到

𝑒−𝑖𝜖𝑃 ′|𝑣𝑗 , 0⟩𝑦 = ∑𝑛
̂𝑣𝑗
𝑛(𝜆𝑗𝜖) lim

𝜎→0
1

𝜎√2𝜋 ∫ 𝑑𝑦𝑒− (𝑦−𝜆𝑗 𝜖)2

2𝜎2 |𝑛𝑦⟩𝑦

= ∑𝑛
̂𝑣𝑗
𝑛(𝜆𝑗𝜖)|𝑛, 𝜆𝑗𝜖⟩𝑦 = |𝑣𝑗 , 𝜆𝑗𝜖⟩𝑦. (2-30)

我们看到线性化的 𝑦坐标类似于集体 𝑥坐标，除了由 𝜖 引起的平移令 𝑥增加 𝜖，
而令 𝑦增加 𝜆𝑗𝜖。特别地，这个比率取决于被变换的态的指标 𝑗。

2.2.4 线性化的坐标：模

要计算线性化的 𝑦基中的约化模，我们需要将 𝑦基和 𝑥基联系在一起。为
此，我们需要将它们的普通归一化匹配起来，我们将通过匹配它们的模来实现这

一点。|𝑣𝑗⟩和 |𝑣𝑗 , 0⟩两者都有无穷模。这促使我们定义

|𝑣𝑗 ; 𝜖⟩𝑦 = ∫
𝜖

0
𝑑𝑧𝑒−𝑖𝑧𝑃 ′|𝑣𝑗 , 0⟩𝑦.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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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 𝜖的情况，它的模很容易计算

||𝑣𝑗 ; 𝜖⟩𝑦|
2 =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𝑦⟨𝑣𝑗 , 0|𝑒−𝑖(𝑧2−𝑧1)𝑃 ′|𝑣𝑗 , 0⟩𝑦 (2-32)

= ∑𝑛1𝑛2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𝑣𝑗∗

𝑛1(𝜆𝑗𝑧1) ̂𝑣𝑗
𝑛2(𝜆𝑗𝑧2)𝑦⟨𝑛1, 𝜆𝑗𝑧1|𝑛2, 𝜆𝑗𝑧2⟩𝑦

= ∑𝑛1𝑛2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𝑣𝑗∗

𝑛1(𝜆𝑗𝑧1) ̂𝑣𝑗
𝑛2(𝜆𝑗𝑧2)𝛿𝑛1𝑛2𝛿(𝜆𝑗(𝑧1 − 𝑧2))

= 1
𝜆𝑗 ∑𝑛 ∫

𝜖

0
𝑑𝑧 ̂𝑣𝑗∗

𝑛 (𝜆𝑗𝑧) ̂𝑣𝑗
𝑛(𝜆𝑗𝑧).

现在，直到 𝑂(𝜖)阶的修正，我们可以使用近似 ̂𝑣(𝜆𝑗𝑧) = ̂𝑣。然后我们得到

||𝑣𝑗 ; 𝜖⟩𝑦|
2 = 1

𝜆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
𝜖

0
𝑑𝑧 =

𝜖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𝜆𝑗

= 𝜖| ̂𝑣𝑗|2

𝜆𝑗
. (2-33)

2.2.5 集体坐标：模

让我们在集体坐标基下写出相同的态 |𝑣𝑗⟩

|𝑣𝑗⟩ = ∑𝑛
𝑣𝑗

𝑛|𝑒𝑛⟩ = ∑𝑛
𝑣𝑗

𝑛 ∫ 𝑑𝑥|𝑛𝑥⟩𝑥. (2-34)

再一次地，我们可以通过集体坐标来分解这个态

|𝑣𝑗 , 𝑥⟩𝑥 = ∑𝑛
𝑣𝑗

𝑛|𝑛𝑥⟩𝑥. (2-35)

这里由 𝜖引起的平移表现为

𝑒−𝑖𝜖𝑃 ′|𝑣𝑗 , 0⟩𝑥 = |𝑣𝑗 , 𝜖⟩𝑥. (2-36)

为了获得有限大小的模，我们再次定义

|𝑣𝑗 ; 𝜖⟩𝑥 = ∫
𝜖

0
𝑑𝑥|𝑣𝑗 , 𝑥⟩𝑥. (2-37)

和上面的计算一样，它的模是

||𝑣𝑗 ; 𝜖⟩𝑥|
2 = 𝜖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 𝜖|𝑣𝑗|2. (2-38)

2.2.6 集体坐标和线性化的坐标的匹配

现在我们来看在希尔伯特空间中使用 𝑥基和 𝑦基的匹配。显然，这种匹配必
须保持模不变，所以我们选择

|𝑣𝑗 ; 𝜖⟩𝑦 = 1
√𝜆𝑗

| ̂𝑣𝑗|
|𝑣𝑗| |𝑣𝑗 ; 𝜖⟩𝑥.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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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 𝜖并取极限 𝜖 → 0，这变为

∑𝑛
̂𝑣𝑗
𝑛|𝑛0⟩𝑦 = |𝑣𝑗 , 0⟩𝑦 = 1

√𝜆𝑗

| ̂𝑣𝑗|
|𝑣𝑗| |𝑣𝑗 , 0⟩𝑥 = 1

√𝜆𝑗

| ̂𝑣𝑗|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𝑛0⟩𝑥, (2-40)

因而有

∑𝑛

̂𝑣𝑗
𝑛

| ̂𝑣𝑗| |𝑛0⟩𝑦 = 1
√𝜆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0⟩𝑥. (2-41)

在 𝜖的领头阶，由平移变换可以得出

∑𝑛

̂𝑣𝑗
𝑛

| ̂𝑣𝑗| |𝑛, 𝜆𝑗𝜖⟩𝑦 = 1
√𝜆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𝜖⟩𝑥. (2-42)

2.2.7 检查 𝑣𝑗 的正交性

回忆等式 (2-2)中，|𝑛0⟩𝑥 基是正交的，从等式 (2-15)也可以看出，|𝑛0⟩𝑦 基

是正交的。由于 ̂𝑣𝑗 是矩阵 𝐴的本征矢（我们假设 𝐴是厄米矩阵），因此 ̂𝑣𝑗 之间

也是正交的。

接下来看 𝑣𝑗 。它们只是用 |𝑛0⟩𝑥 基表示而不是用 |𝑛0⟩𝑦 基表示的 ̂𝑣𝑗 （相差

一个 𝜆𝑗 的缩放因子）。由于两组基分别都是正交的，我们希望 𝑣𝑗 仍然保持正交。

我们来检查一下情况是否确实如此。

让我们将等式 (2-39)除以√𝜖 接着在两个不同的本征值 𝑗1 ≠ 𝑗2 处和自身内

积。我们将 min{𝜆𝑗1 , 𝜆𝑗2}表示为 𝜆min ，将 max{𝜆𝑗1 , 𝜆𝑗2}表示为 𝜆max。这里的计

算类似于第 2.2.4小节。等式左边是

1
𝜖 𝑦⟨𝑣𝑗1; 𝜖|𝑣𝑗2; 𝜖⟩𝑦

= 1
𝜖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𝑦⟨𝑣𝑗1 , 0|𝑒−𝑖(𝑧2−𝑧1)𝑃 ′|𝑣𝑗2 , 0⟩𝑦

= 1
𝜖 ∑𝑛1𝑛2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𝑣𝑗1∗

𝑛1 (𝜆𝑗𝑧1) ̂𝑣𝑗2
𝑛2(𝜆𝑗𝑧2)𝑦⟨𝑛1, 𝜆𝑗1𝑧1|𝑛2, 𝜆𝑗2𝑧2⟩𝑦

= 1
𝜖 ∑𝑛1𝑛2

∫
𝜖

0
𝑑𝑧1 ∫

𝜖

0
𝑑𝑧2 ̂𝑣𝑗1∗

𝑛1 (𝜆𝑗𝑧1) ̂𝑣𝑗2
𝑛2(𝜆𝑗𝑧2)𝛿𝑛1𝑛2𝛿(𝜆𝑗1𝑧1 − 𝜆𝑗2𝑧2)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𝑛1𝑛2
∫

𝜖

0
𝑑(𝜆𝑗1𝑧1) ∫

𝜖

0
𝑑(𝜆𝑗2𝑧2) ̂𝑣𝑗1∗

𝑛1 (𝜆𝑗1𝑧1) ̂𝑣𝑗2
𝑛2(𝜆𝑗2𝑧2)𝛿𝑛1𝑛2𝛿(𝜆𝑗1𝑧1 − 𝜆𝑗2𝑧2)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𝑛 ∫
𝜆𝑗1𝜖

0
𝑑 ̃𝑧1 ∫

𝜆𝑗2𝜖

0
𝑑 ̃𝑧2 ̂𝑣𝑗1∗

𝑛 ( ̃𝑧1) ̂𝑣𝑗2
𝑛 ( ̃𝑧2)𝛿( ̃𝑧1 − ̃𝑧2)

= 1
𝜖𝜆min𝜆max ∑𝑛 ∫

𝜆min𝜖

0
𝑑 ̃𝑧 ̂𝑣𝑗1∗

𝑛 ( ̃𝑧) ̂𝑣𝑗2
𝑛 ( ̃𝑧).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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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地，和第 2.2.4小节中一样，直到𝑂(𝜖)阶的修正，我们可以使用近似 ̂𝑣( ̃𝑧) = ̂𝑣。
然后我们得到

1
𝜖 𝑦⟨𝑣𝑗1; 𝜖|𝑣𝑗2; 𝜖⟩𝑦 = 1

𝜖𝜆min𝜆max ∑𝑛
̂𝑣𝑗1∗
𝑛 ̂𝑣𝑗2

𝑛 ∫
𝜆min𝜖

0
𝑑 ̃𝑧 =

∑𝑛 ̂𝑣𝑗1∗
𝑛 ̂𝑣𝑗2

𝑛
𝜆max

= 0, (2-44)

这里的最后一个等式使用了 ̂𝑣的正交性。

这里我们假设所有的 𝜆𝑗 都大于 0。因为我们对量子扭结感兴趣，𝐴将是一
个正标量加上一个耦合常数的幂指数压低的修正，所以这是小耦合的情况。

等式右边的计算类似

0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 ̂𝑣𝑗1|| ̂𝑣𝑗2|
|𝑣𝑗1||𝑣𝑗2|𝑥⟨𝑣𝑗1; 𝜖|𝑣𝑗2; 𝜖⟩𝑥 (2-45)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
𝜖

0
𝑑𝑥1 ∫

𝜖

0
𝑑𝑥2 𝑥⟨𝑣𝑗1 , 𝑥1|𝑣𝑗2 , 𝑥2⟩𝑥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𝑛1𝑛2

𝑣𝑗1∗
𝑛1 𝑣𝑗2

𝑛2 ∫
𝜖

0
𝑑𝑥1 ∫

𝜖

0
𝑑𝑥2 𝑥⟨𝑛1, 𝑥1|𝑛2, 𝑥2⟩𝑥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𝑛1𝑛2

𝑣𝑗1∗
𝑛1 𝑣𝑗2

𝑛2 ∫
𝜖

0
𝑑𝑥1 ∫

𝜖

0
𝑑𝑥2 𝛿𝑛1𝑛2𝛿(𝑥1 − 𝑥2)

= 1
𝜖𝜆𝑗1𝜆𝑗2

∑𝑛
𝑣𝑗1∗

𝑛 𝑣𝑗2
𝑛 ∫

𝜖

0
𝑑𝑥 =

∑𝑛 𝑣𝑗1∗
𝑛 𝑣𝑗2

𝑛
𝜆𝑗1𝜆𝑗2

.

从第二行到第三行，我们使用了等式 (2-35)。在从第一行到第二行的过程中，我
们使用了稍后将予以证明的恒等式 (2-48)。所以 𝑣也是正交的

∑𝑛
𝑣𝑗1∗

𝑛 𝑣𝑗2
𝑛 = 0. (2-46)

2.2.8 线性化的坐标：约化内积

最后，我们准备来计算 |𝑣𝑗⟩的约化模。约化模的平方定义为 |𝑣𝑗|2。以下操

作在小 𝑦下有效，原因是在小 𝑦时 𝑦-坐标微扰理论是才有效的。

|𝑣𝑗⟩ = ∑𝑛 ∫ 𝑑𝑦 ̂𝑣𝑗
𝑛(𝑦)|𝑛𝑦⟩𝑦 = 1

√𝜆𝑗
|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 𝑑𝑦|𝑛, 𝑦/𝜆𝑗⟩𝑥 (2-47)

= √𝜆𝑗|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 𝑑𝑥|𝑛, 𝑥⟩𝑥 = √𝜆𝑗|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𝑗| |𝑒𝑛⟩.

将结果和等式 (2-34)对比，我们得到

√𝜆𝑗| ̂𝑣𝑗| = |𝑣𝑗|.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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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约化模是

⟨𝑣𝑗|𝑣𝑗⟩red = 𝜆𝑗| ̂𝑣𝑗|2
∑𝑛1𝑛2

𝑣𝑗∗
𝑛1𝑣𝑗

𝑛2

|𝑣𝑗|2 ⟨𝑒𝑛1|𝑒𝑛2⟩red (2-49)

= 𝜆𝑗| ̂𝑣𝑗|2
∑𝑛1𝑛2

𝑣𝑗∗
𝑛1𝑣𝑗

𝑛2

|𝑣𝑗|2 𝛿𝑛1𝑛2 = 𝜆𝑗| ̂𝑣𝑗|2 = ∑𝑚𝑛
̂𝑣𝑗∗
𝑚 𝐴𝑚𝑛 ̂𝑣𝑗

𝑛.

类似地，如果 𝑗 ≠ 𝑘那么约化内积是

⟨𝑣𝑗|𝑣𝑘⟩red = √𝜆𝑗𝜆𝑘| ̂𝑣𝑗|| ̂𝑣𝑘| ∑𝑛1𝑛2

𝑣𝑗∗
𝑛1𝑣𝑘

𝑛2

|𝑣𝑗||𝑣𝑘|
𝛿𝑛1𝑛2 (2-50)

= √𝜆𝑗𝜆𝑘| ̂𝑣𝑗|| ̂𝑣𝑘|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𝑘

𝑛
|𝑣𝑗||𝑣𝑘|

= 0 = 𝜆𝑘 ∑𝑛
̂𝑣𝑗∗
𝑛 ̂𝑣𝑘

𝑛 = ∑𝑚𝑛
̂𝑣𝑗∗
𝑚 𝐴𝑚𝑛 ̂𝑣𝑘

𝑛 .

现在考虑任意两个平移不变态 |𝜙⟩和 |𝜓⟩。假设 𝐴是厄米的，因而它的本征
矢是 |𝑒𝑛⟩生成的向量空间的一组基。然后有

|𝜓⟩ = ∑𝑛 ∫ 𝑑𝑦�̂�𝑛(𝑦)|𝑛𝑦⟩𝑦 = ∑𝑛 ∫ 𝑑𝑦 [�̂�𝑛 + 𝑂(𝑦)] |𝑛𝑦⟩𝑦

= ∑𝑛
�̂�𝑛|𝑛⟩𝑦 = ∑

𝑗𝑛
�̂�𝑛 ( ̂𝑣−1)

𝑗
𝑛 |𝑣𝑗⟩

|𝜙⟩ = ∑
𝑗𝑛

̂𝜙𝑛 ( ̂𝑣−1)
𝑗
𝑛 |𝑣𝑗⟩, (2-51)

其中我们定义了

|𝑛⟩𝑦 = ∫ 𝑑𝑦|𝑛𝑦⟩𝑦. (2-52)

这里我们舍去了 𝑂(𝑦)阶项，因为平移不变性意味着 𝑦和 𝑥右矢的匹配可以应用
于任意的 𝑦值，因而我们将它应用于 𝑦 = 0，在那里 𝑂(𝑦)阶修正为零。

则它们的约化内积是

⟨𝜙|𝜓⟩red = ∑
𝑛1𝑛2𝑗1𝑗2

̂𝜙∗
𝑛1 ( ̂𝑣∗−1)

𝑗1
𝑛1

�̂�𝑛2 ( ̂𝑣−1)
𝑗2
𝑛2

⟨𝑣𝑗1|𝑣𝑗2⟩red (2-53)

= ̂𝜙∗ ( ̂𝑣∗)
−1 ̂𝑣∗𝐴 ̂𝑣 ̂𝑣−1�̂� = ̂𝜙∗𝐴�̂�.

2.2.9 对量子力学中约化内积的解释

让我们稍作暂停来解释一下我们的结果 (2-53)。由于对 𝑦的积分，下面两个
态

|𝜓⟩ = ∑𝑛 ∫ 𝑑𝑦�̂�𝑛(𝑦)|𝑛𝑦⟩𝑦, |𝜙⟩ = ∑𝑛 ∫ 𝑑𝑦 ̂𝜙𝑛(𝑦)|𝑛𝑦⟩𝑦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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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积是红外发散的。然而，这些内积仅以比值形式出现，因此只需考虑每个平

移单位的内积再除以平移群的体积便足够了。

平移对称性可传递地作用于 𝑦坐标，使态保持不变。因此我们可以在任意固
定的 𝑦的邻域内计算这个内积密度。考虑 𝑦 = 0，在这一点附近，我们可以使用
如下近似

|𝜓⟩ = ∑𝑛
�̂�𝑛 ∫ 𝑑𝑦|𝑛𝑦⟩𝑦, |𝜙⟩ = ∑𝑛

̂𝜙𝑛 ∫ 𝑑𝑦|𝑛𝑦⟩𝑦. (2-55)

它们的内积仍然是发散的，但在基点 𝑦 = 0附近有如下因子化

𝑦⟨𝜙𝑦1|𝐴|𝜓𝑦2⟩𝑦 = ⟨𝜙|𝜓⟩red𝛿(𝑦1 − 𝑦2). (2-56)

我们看到，因为平移算符 𝑃 ′ 和 𝑦 中的刚性平移之间存在差异，所以约化内积
⟨𝜙|𝜓⟩red 由 �̂� 和 ̂𝜙的矢量内积，以及雅可比因子 𝐴给出。因此，为了计算在集
体坐标中直观地包含一个不变量 𝛿(𝑥1 − 𝑥2)的约化内积，我们首先需要如下分解
𝛿(𝑥1 − 𝑥2) = 𝐴𝛿(𝑦1 − 𝑦2)，然后截断 𝛿(𝑦1 − 𝑦2)因子（这个因子正是为了分解等式
左边而添加）。

2.3 量子扭结的约化内积

2.3.1 量子场论中的记号约定

为了从量子力学过渡到允许量子扭结的量子场论，我们进行以下替换。首

先，离散量子数 𝑛被用一系列 𝑘标记的连续模和形模的对称 𝑛连续元组取代，这
里 𝑘对于连续模是实数，而对于形模是离散指标。现在 𝑛 ≥ 0并且这些态表示扭
结空间中的 𝑛-介子福克空间。

我们令 𝜙0为本征值是 𝑦的算符。它的对偶动量我们记为 𝜋0。我们引入简写

记号

Δ𝑖𝑗 = ∫ 𝑑𝑥𝔤𝑖(𝑥)𝔤′
𝑗(𝑥), (2-57)

其中下标 𝑖和 𝑗 可以是零模 𝐵，连续模 𝑘或者形模 𝑆 。

平移算符 𝑃 ′现在由下式给出

𝑃 ′ = 𝑃 + √𝑄0𝜋0 (2-58)

𝑃 =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

𝑖𝜙0 (−𝜔𝑘𝐵‡
𝑘 + 𝐵−𝑘

2 ) + 𝜋0 (
𝐵‡

𝑘 + 𝐵−𝑘
2𝜔𝑘 )]

+𝑖 ∫∑
𝑑2𝑘

(2𝜋)2 Δ𝑘1𝑘2 [
𝜔𝑘2 − 𝜔𝑘1

2 𝐵‡
𝑘1

𝐵‡
𝑘2

− 1
2 (

1 +
𝜔𝑘1

𝜔𝑘2 )
𝐵‡

𝑘1
𝐵−𝑘2 +

𝜔𝑘1 − 𝜔𝑘2

8𝜔𝑘1𝜔𝑘2

𝐵−𝑘1𝐵−𝑘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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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上 𝑃 是介子的动量算符，而√𝑄0𝜋0是扭结的动量算符。只有 𝑃 ′是守恒的。

回顾我们在 (2-17)中的旧的分解

𝑃 ′ = 𝐴𝜋0 + 𝐵 + 𝐶𝜙0 (2-59)

我们可以匹配 (2-58)中的 𝜋0系数，从而得到

𝐴 = √𝑄0 +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

𝐵‡
𝑘 + 𝐵−𝑘

2𝜔𝑘 )
. (2-60)

我们对态进行如下分解

|𝜓⟩ =
∞

∑
𝑚,𝑛=0

|𝜓⟩𝑚𝑛, |𝑘1 ⋯ 𝑘𝑛⟩0 = 𝐵‡
𝑘1

⋯ 𝐵‡
𝑘𝑛

|0⟩0 (2-61)

|𝜓⟩𝑚𝑛 = 𝜙𝑚
0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𝑚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𝑘1 ⋯ 𝑘𝑛⟩0, |0⟩0 = ∫ 𝑑𝑦|𝑦⟩𝑦.

为了和第 2.2节中的分解建立联系，注意到

|𝜓⟩𝑚𝑛 = ∫ 𝑑𝑦|𝑦, 𝜓⟩𝑚𝑛
𝑦 , |𝑦, 𝜓⟩𝑚𝑛

𝑦 = 𝑦𝑚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𝑚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𝑦, 𝑘1 ⋯ 𝑘𝑛⟩𝑦

|𝑦, 𝑘1 ⋯ 𝑘𝑛⟩𝑦 = 𝐵‡
𝑘1

⋯ 𝐵‡
𝑘𝑛

|𝑦⟩𝑦. (2-62)

我们看到在这里，之前量子力学情形下的 �̂�𝑛(𝑦)的角色现在在扭结量子场论中由
下式取代

�̂�𝑛(𝑦) → ∑𝑚
𝛾𝑚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𝑦𝑚. (2-63)

离散的 𝑛量子数被用一系列 𝑘标记的形模和连续模的 𝑛元组替换

|𝑛𝑦⟩𝑦 → |𝑦, 𝑘1 ⋯ 𝑘𝑛⟩𝑦, ∑𝑛
→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 (2-64)

回想一下，在量子力学中，原点处的系数是 �̂�𝑛 = �̂�𝑛(0)。类似地，这里将 𝑦
取零我们得到 𝛾0𝑛

�̂�𝑛 → 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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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约化内积

我们首先计算

𝐴|0, 𝜓⟩0𝑛
𝑦 =

(
√𝑄0 +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

𝐵‡
𝑘 + 𝐵−𝑘

2𝜔𝑘 ))
|0, 𝜓⟩0𝑛

𝑦 (2-66)

=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

(
√𝑄0 +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
𝐵‡

𝑘′ + 𝐵−𝑘′

2𝜔𝑘′ ))
|0, 𝑘1 ⋯ 𝑘𝑛⟩𝑦

= √𝑄0|0, 𝜓⟩0𝑛
𝑦 + ∫∑

𝑑𝑛+1𝑘
(2𝜋)𝑛+1 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Δ𝑘𝑛+1,𝐵|0, 𝑘1 ⋯ 𝑘𝑛+1⟩𝑦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

Δ−𝑘𝑛,𝐵
2𝜔𝑘𝑛

|0, 𝑘1 ⋯ 𝑘𝑛−1⟩𝑦,

其中，在最后一行中，我们假设了 𝛾0𝑛
𝜓 在其参数 𝑘𝑖上对称。对所有 𝑛求和我们得

到

𝐴 ∑𝑛
|0, 𝜓⟩0𝑛

𝑦

=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𝑄0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 + 𝛾0,𝑛−1

𝜓 (𝑘1 ⋯ 𝑘𝑛−1)Δ𝑘𝑛,𝐵

+(𝑛 + 1) ∫∑
𝑑𝑘𝑛+1

2𝜋 𝛾0,𝑛+1
𝜓 (𝑘1 ⋯ 𝑘𝑛+1)

Δ−𝑘𝑛+1,𝐵
2𝜔𝑘𝑛+1 ]

|0, 𝑘1 ⋯ 𝑘𝑛⟩𝑦. (2-67)

利用 𝐵和 𝐵‡满足的振子代数以及 𝑦⟨𝑦1|𝑦2⟩𝑦 = 𝛿(𝑦1 − 𝑦2)，我们得到

|𝑎𝑖, 𝑦𝑖⟩ =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𝑎𝑖(𝑘1 ⋯ 𝑘𝑛)|𝑦𝑖, 𝑘1 ⋯ 𝑘𝑛⟩𝑦 (2-68)

的内积是

⟨𝑎1, 𝑦1|𝑎2, 𝑦2⟩ = 𝑛!𝛿(𝑦1 − 𝑦2)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𝑎∗

1(𝑘1 ⋯ 𝑘𝑛)𝑎2(𝑘1 ⋯ 𝑘𝑛)
∏𝑛

𝑖=1(2𝜔𝑘𝑖)
, (2-69)

其中 𝑎𝑖是对称的。

最后，我们希望将约化内积 (2-53)推广到量子场论。为此，我们需要推广矢
量 ̂𝑣的矢量内积。我们的定义是，这个内积被解释为量子场论中的内积 (2-69)，
其中不包括 𝛿(𝑦1 − 𝑦2)。这仅是等式 (2-56)在量子场论中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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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扭结态之间的约化内积

然后我们得到我们的量子场论中约化内积的主要公式

⟨𝜙|𝜓⟩red = ∑𝑛1𝑛2

0𝑛1
𝑦 ⟨𝑦1, 𝜙|𝐴|𝑦2, 𝜓⟩0𝑛2

𝑦 |𝛿(𝑦1−𝑦2) 在 𝑦1=0 处的系数

= ∑𝑛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0𝑛∗
𝜙 (𝑘1 ⋯ 𝑘𝑛)
∏𝑛

𝑖=1(2𝜔𝑘𝑖)
[√𝑄0𝛾0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 + 𝛾0,𝑛−1
𝜓 (𝑘1 ⋯ 𝑘𝑛−1)Δ𝑘𝑛,𝐵

+(𝑛 + 1) ∫∑
𝑑𝑘𝑛+1

2𝜋 𝛾0,𝑛+1
𝜓 (𝑘1 ⋯ 𝑘𝑛+1)

Δ−𝑘𝑛+1,𝐵
2𝜔𝑘𝑛+1 ]

. (2-70)

这是本章的主要结果。我们提醒读者，在应用此公式之前，必须对所有的 𝛾 的参
数进行对称化，否则 𝑛!和 (𝑛 + 1)!因子应替换为对 𝑆𝑛 和 𝑆𝑛+1 置换的求和。方

括号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是 𝐴的非对角部分产生的雅可比行列式项。两者都与
Δ𝑘𝐵 成正比，其描述了扭结移动时零模和正规模之间的混合。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个公式满足一些基本的一致性检验。例如，我们

将看到零介子态和单介子态的约化内积为零，而如果不包括 (2-70)中的雅可比
项，则会得到一个非零的结果。

2.4 约化内积计算示例

在本节中，我们将计算扭结基态和包含一个激发的扭结态（这个激发可以是

一个连续的介子或者是一个被束缚的形模）的约化内积。我们将证明，直到被领

头阶压低 𝑂(𝜆)阶的修正，我们有

⟨0|0⟩red = √𝑄0 + 𝑂(√𝜆), ⟨𝔎1|𝔎2⟩red = 2𝜋𝛿(𝔎1 − 𝔎2)
2𝜔𝔎1

√𝑄0 + 𝑂(√𝜆). (2-71)

若果真有 𝑂(𝜆0)阶修正，它相对于领头阶项仅会被√𝜆的一次幂压低，这将使第
3章和第 4章中的主体计算无效，因此本节的检验对于全文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将要把每个 𝛾𝑚𝑛分解为

𝛾𝑚𝑛 = ∑
𝑖

𝑄−𝑖/2
0 𝛾𝑚𝑛

𝑖 .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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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基态的约化模

扭结基态在领头阶由以下这些系数表征d

𝛾00
0 = 1, 𝛾12

1 (𝑘1, 𝑘2) =
(𝜔𝑘2 − 𝜔𝑘1) Δ𝑘1𝑘2

2 (2-73)

𝛾21
1 (𝑘1) = −

𝜔𝑘1Δ𝑘1𝐵
2 , 𝛾01

1 (𝑘1) = −
Δ𝑘1𝐵

2 − √𝜆𝑄0
2

𝑉ℐ𝑘1

𝜔𝑘1

𝛾03
1 (𝑘1, 𝑘2, 𝑘3) = −√𝜆𝑄0

6
𝑉𝑘1𝑘2𝑘3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

这里我们定义了

𝑉𝑘1⋯𝑘𝑛 = ∫ 𝑑𝑥𝑉 (𝑛)(𝑔𝑓(𝑥))𝔤𝑘1(𝑥) ⋯ 𝔤𝑘𝑛(𝑥) (2-74)

𝑉ℐ𝑘1⋯𝑘𝑛 = ∫ 𝑑𝑥𝑉 (𝑛+2)(𝑔𝑓(𝑥))ℐ(𝑥)𝔤𝑘1(𝑥) ⋯ 𝔤𝑘𝑛(𝑥)

ℐ(𝑥) =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
2 − 1

2𝜔𝑘
+ ∑

𝑆

|𝔤𝑆(𝑥)|
2

2𝜔𝑘
,

在前两行中，𝑘𝑖的含义不仅包括连续动量，还包括形模。

约化模可以写成等式 (2-70)中的 𝑛 = 0, 1和 3三项之和

||0⟩|2
n,red =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0𝑛∗(𝑘1 ⋯ 𝑘𝑛)
∏𝑛

𝑖=1(2𝜔𝑘𝑖)
[√𝑄0𝛾0𝑛(𝑘1 ⋯ 𝑘𝑛) + 𝛾0,𝑛−1(𝑘1 ⋯ 𝑘𝑛−1)Δ𝑘𝑛,𝐵

+(𝑛 + 1) ∫∑
𝑑𝑘𝑛+1

2𝜋 𝛾0,𝑛+1(𝑘1 ⋯ 𝑘𝑛+1)
Δ−𝑘𝑛+1,𝐵
2𝜔𝑘𝑛+1 ]

. (2-75)

d这些系数在文献 [18]中被计算。由于本文中对 𝔤𝐵(𝑥)的正负号的约定 (1-10)与文献 [18]不同，此处介子
和扭结动量对 𝑃 ′ 的贡献具有异号的贡献。这会改变所有系数中所有 Δ项的符号。此外，此处 𝑉 (3)[𝑓 (𝑥), 𝑥]
的约定和文献 [18]中的约定相差一个√𝜆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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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分别是

||0⟩|2
0,red = √𝑄0 + ∫∑

𝑑𝑘1
2𝜋 𝛾01(𝑘1)

Δ−𝑘1𝐵
2𝜔𝑘1

(2-76)

= √𝑄0 − 1
4√𝑄0

∫∑
𝑑𝑘1
2𝜋 [

Δ𝑘1𝐵 + √𝜆𝑄0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Δ−𝑘1𝐵

𝜔𝑘1

||0⟩|2
1,red = ∫∑

𝑑𝑘1
2𝜋

𝛾01∗(𝑘1)
2𝜔𝑘1

[√𝑄0𝛾01(𝑘1) + Δ𝑘1𝐵]

= 1
8√𝑄0

∫∑
𝑑𝑘1
2𝜋 [

𝜆𝑄0|𝑉ℐ𝑘1|2

𝜔3
𝑘1

−
|Δ𝑘1𝐵|2

𝜔𝑘1 ]

||0⟩|2
3,red =

3√𝑄0
4 ∫∑

𝑑3𝑘
(2𝜋)3

|𝛾03(𝑘1, 𝑘2, 𝑘3)|
2

∏3
𝑖=1 𝜔𝑘𝑖

=
𝜆√𝑄0

48 ∫∑
𝑑3𝑘

(2𝜋)3
|𝑉𝑘1𝑘2𝑘3|

2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2 .

加在一起，我们得到

||0⟩|2
red = √𝑄0 + 1

8√𝑄0
∫∑

𝑑𝑘1
2𝜋

1
𝜔𝑘1 (

√𝜆𝑄0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Δ𝑘1𝐵) (
√𝜆𝑄0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3Δ−𝑘1𝐵)

+
𝜆√𝑄0

48 ∫∑
𝑑3𝑘

(2𝜋)3
|𝑉𝑘1𝑘2𝑘3|

2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2 . (2-77)

注意，我们采取了约定 𝛾00
2 = 0。对 𝛾00

2 的其他约定会导致不同的模。这是自由选

择整体归一化的最低阶表现，其在量子力学中已经存在。显然对每个态都有这样

的选择自由。尽管所有的态的模都有这样一个约定问题，但对于一个给定约定，

将模确定下来是关乎物理的，因为这一约定随后会固定所有的约化内积。

2.4.2 零介子态和单介子态的约化内积

2.4.2.1 直到 𝑂(√𝜆)阶的单介子态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个单介子哈密顿本征态 |𝔎⟩。在领头阶，它是 |𝔎⟩0，其由

下式表征

𝛾01
0𝔎(𝑘1) = 2𝜋𝛿(𝑘1 − 𝔎). (2-78)

31



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下一阶修正e由相应的符号 𝛾𝑚𝑛
1𝔎总结如下

𝛾11
1𝔎(𝑘1) = 1

2Δ−𝔎𝑘1 (1 +
𝜔𝑘1

𝜔𝔎 ) , 𝛾13
1𝔎(𝑘1, 𝑘2, 𝑘3) = 𝜔𝑘3Δ𝑘2𝑘32𝜋𝛿(𝑘1 − 𝔎)

𝛾22
1𝔎(𝑘1, 𝑘2) = −

𝜔𝑘2

2 Δ𝑘2𝐵2𝜋𝛿(𝑘1 − 𝔎), 𝛾00
1𝔎 =

√𝑄0𝜆𝑉ℐ,−𝔎

4𝜔2
𝔎

− Δ−𝔎𝐵
4𝜔𝔎

𝛾02
1𝔎(𝑘1, 𝑘2) = −2𝜋𝛿(𝑘2 − 𝔎)

4 (
Δ𝑘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𝑄0𝜆𝑉−𝔎𝑘1𝑘2

4𝜔𝔎 (𝜔𝔎 − 𝜔𝑘1 − 𝜔𝑘2)

−2𝜋𝛿(𝑘1 − 𝔎)
4 (

Δ𝑘2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2

𝜔𝑘2 )

𝛾04
1𝔎(𝑘1 ⋯ 𝑘4) = −

√𝑄0𝜆𝑉𝑘1𝑘2𝑘3

6 ∑3
𝑗=1 𝜔𝑘𝑗

2𝜋𝛿(𝑘4 − 𝔎), 𝛾20
1𝔎 = 1

4Δ−𝔎𝐵. (2-79)

2.4.2.2 约化内积

让我们计算直到 𝑂(𝜆0)阶的，扭结基态 |0⟩和单扭结单介子态 |𝔎⟩的约化内
积。在这一阶有两个贡献

⟨0|𝔎⟩n,red = 𝑛!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0𝑛∗(𝑘1 ⋯ 𝑘𝑛)
∏𝑛

𝑖=1(2𝜔𝑘𝑖)
[√𝑄0𝛾0𝑛

𝔎 (𝑘1 ⋯ 𝑘𝑛) + 𝛾0,𝑛−1
𝔎 (𝑘1 ⋯ 𝑘𝑛−1)Δ𝑘𝑛,𝐵

+(𝑛 + 1) ∫∑
𝑑𝑘′

2𝜋 𝛾0,𝑛+1
𝔎 (𝑘1 ⋯ 𝑘𝑛, 𝑘′)Δ−𝑘′𝐵

2𝜔𝑘′ ]
. (2-80)

具体来说它们分别是

⟨0|𝔎⟩0,red = √𝑄0𝛾00
𝔎 + ∫∑

𝑑𝑘′

2𝜋 𝛾01
𝔎 (𝑘′)Δ−𝑘′𝐵

2𝜔𝑘′
= √𝑄0𝜆𝑉ℐ−𝔎

4𝜔2
𝔎

+ Δ−𝔎𝐵
4𝜔𝔎

(2-81)

⟨0|𝔎⟩1,red = ∫∑
𝑑𝑘1
2𝜋

𝛾01∗(𝑘1)
2𝜔𝑘1

√𝑄0𝛾01
𝔎 (𝑘1) =

𝛾01∗
1 (𝔎)
2𝜔𝔎

= −Δ−𝔎𝐵
4𝜔𝔎

− √𝜆𝑄0
2

𝑉ℐ−𝔎
2𝜔2

𝔎
.

它们精确地抵消了，于是在 𝑂(𝜆0)阶有

⟨0|𝔎⟩red = 0. (2-82)

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 |0⟩和 |𝔎⟩是 𝐻′ 的具有不同本征值的本征态。注意，𝐴
中的非对角项对 ⟨0|𝔎⟩0,red有贡献，并且这对于约化内积满足正交性是必要的。

e它们在文献 [28]中被计算，再次地，由于 (1-10)的约定，所有 Δ符号和文献 [28]中相反，另外 𝑉 中也
包含了√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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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两个单介子态的内积

接下来，我们将注意力转向两个单介子单扭结态 |𝔎1⟩和 |𝔎2⟩在 𝑂(√𝜆)阶
的约化内积。

2.4.3.1 𝑂(𝜆)阶的系数

除了等式 (2-78)中给出的 𝑂(𝜆0)阶系数和等式 (2-79)中给出的 𝑂(√𝜆)阶系
数外，我们还需要当 𝑘1 ≠ 𝔎时的 𝑂(𝜆)阶系数 𝛾01

2𝔎(𝑘1)。为了计算它，我们使用
本征值方程

(𝐻′ − 𝐸)|𝔎⟩ = 0. (2-83)

它在 𝑂(𝜆)阶包含五项

0 = 𝐻′
4|𝔎⟩0 + 𝐻′

3|𝔎⟩1 + 𝐻′
2|𝔎⟩2 − 𝐸2|𝔎⟩0 − 𝐸1|𝔎⟩2. (2-84)

这里 𝐸𝑛是单扭结单介子态 |𝔎⟩能量中的第 𝑂(𝜆𝑛−1)阶能量项。特别地

𝐸1 = 𝜔𝔎 , 𝐸2 = 𝜎𝔎, 𝐻′
2 =

𝜋2
0

2 + ∫∑
𝑑𝑘
2𝜋 𝜔𝑘𝐵‡

𝑘𝐵𝑘, (2-85)

其中 𝜎𝔎 在文献 [28]中被计算。注意，由于𝐻′
0 = 𝐸0 = 𝑄0 是一个标量，它们相

互抵消，所以等式中并不包含𝐻′
0 和 𝐸0这两项。

我们将等式 (2-84)应用在这些项上，它们不依赖于 𝜙0且包含一个介子，换

言之，它们是 𝑚 = 0, 𝑛 = 1的项。这些只能由 |𝔎⟩2中的下式部分产生

|𝔎⟩2 ⊃ 1
𝑄0 ∫∑

𝑑𝑘1
2𝜋 [𝛾01

2𝔎(𝑘1) + 𝜙2
0𝛾21

2𝔎(𝑘1)] |𝑘1⟩0. (2-86)

等式 (2-84)中的最后三项可以很容易地写成

𝐻′
2|𝔎⟩2−𝐸2|𝔎⟩0−𝐸1|𝔎⟩2 = 1

𝑄0 ∫∑
𝑑𝑘1
2𝜋 [(𝜔𝑘1 − 𝜔𝔎)𝛾01

2𝔎(𝑘1) − 𝛾21
2𝔎(𝑘1)] |𝑘1⟩0−𝜎𝔎|𝔎⟩0.

(2-87)
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将 |𝑘1⟩0的系数和下式进行匹配来确定 𝛾01

2𝔎(𝑘1)

𝐻′
4|𝔎⟩0 + 𝐻′

3|𝔎⟩1 = 1
𝑄0 ∫∑

𝑑𝑘1
2𝜋 𝜌𝔎(𝑘1)|𝑘1⟩0 + �̂�𝔎|𝔎⟩0, (2-88)

其中 𝜌𝔎 将在下面计算。在这里，我们通过分解下式从 𝛾21
2𝔎 中的 𝜎𝔎 贡献中分离

出 �̂�𝔎

𝛾21
2𝔎(𝑘1) = ̂𝛾21

2𝔎(𝑘1) + 2𝜋𝛿(𝑘1 − 𝔎)𝑄0 (�̂�𝔎 − 𝜎𝔎) , (2-89)

其中 ̂𝛾𝔎(𝑘1)在 𝑘1 = 𝔎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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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匹配系数我们得到

𝛾01
2𝔎(𝑘1) =

− ̂𝛾21
2𝔎(𝑘1) + 𝜌𝔎(𝑘1)

𝜔𝔎 − 𝜔𝑘1

. (2-90)

此式在位于 𝑘1 = ±𝔎的两个极点处未定义。𝑘1 = 𝔎处的歧义反映了对态 |𝔎⟩的
归一化的选择。

𝑘1 = −𝔎处的歧义是由于态 |𝔎⟩和 | − 𝔎⟩具有相同的能量，并且都具有零
动量（由 𝑃 ′ 测量）。我们已经将 |𝔎⟩定义为𝐻′ 的本征态，它在领头阶是 |𝔎⟩0，

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解决它和 | − 𝔎⟩在次领头阶的混合。我们将在本章的后续
小节中看到，当我们讨论介子倍增时，对极点的定义的选择对应于扭结-介子散
射中初始条件的选择。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打算研究扭结-介子的弹性散射，其
中间状态有下面几种组成方式：两个连续模，一个连续模和一个形模，或两个形

模共振。我们期望对极点采用 𝑖𝜖平移，以确保初始介子始终向扭结移动。

2.4.3.2 计算 𝜌𝔎

让我们从𝐻′
4|𝔎⟩0开始。只有出现在维克定理 [55]中的下面这一项会有贡献

𝐻′
4 = 𝜆

24 ∫ 𝑑𝑥𝑉 (4)(𝑔𝑓(𝑥)) ∶ 𝜙4(𝑥) ∶𝑎⊃ 𝜆
4 ∫ 𝑑𝑥𝑉 (4)(𝑔𝑓(𝑥)) (ℐ(𝑥) ∶ 𝜙2(𝑥) ∶𝑏 +ℐ2(𝑥)

2 )

⊃ 𝜆
2 ∫∑

𝑑2𝑘
(2𝜋)2 𝑉ℐ𝑘1−𝑘2𝐵‡

𝑘1

𝐵𝑘2

2𝜔𝑘2

+ 𝜆𝑉ℐℐ
8 , 𝑉ℐℐ = ∫ 𝑑𝑥𝑉 (4)(𝑔𝑓(𝑥))ℐ2(𝑥), (2-91)

这里我们定义了正规序 ∶∶𝑏，它将 𝐵‡放在 𝐵之前。然后我们发现了下式的这部
分贡献

𝐻′
4|𝔎⟩0 ⊃ 𝜆𝑉ℐℐ

8 |𝔎⟩0 + 𝜆
4𝜔𝔎 ∫∑

𝑑𝑘1
2𝜋 𝑉ℐ𝑘1−𝔎|𝑘1⟩0. (2-92)

第一项对 �̂�𝔎有贡献，第二项对 𝜌𝔎有贡献。

𝐻′
3|𝔎⟩1产生了三个贡献。根据文献 [18]第一个贡献是

𝐻′
3|𝔎⟩00

1 = 𝜆
8 (

𝑉ℐ−𝔎
𝜔2

𝔎
− Δ−𝔎𝐵

𝜔𝔎√𝜆𝑄0 ) ∫∑
𝑑𝑘1
2𝜋 𝑉ℐ𝑘1|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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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贡献是

𝐻′
3|𝔎⟩02

1 = √𝜆
√𝑄0

∫∑
𝑑𝑘1
2𝜋

⎡
⎢
⎢
⎣
∫∑

𝑑2𝑘′

(2𝜋)2

√𝜆𝑄0𝑉−𝔎𝑘′
1𝑘′

2
𝑉−𝑘′

1−𝑘′
2𝑘1

16𝜔𝔎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
𝑑𝑘′

2𝜋
⎛
⎜
⎜
⎝

(−𝜔𝑘′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𝑉−𝑘′−𝔎𝑘1

8𝜔2
𝑘′𝜔𝔎

+
√𝜆𝑄0𝑉−𝔎𝑘′𝑘1𝑉ℐ−𝑘′

8𝜔𝔎𝜔𝑘′ (𝜔𝔎 − 𝜔𝑘′ − 𝜔𝑘1)

⎞
⎟
⎟
⎠

+
(−𝜔𝑘1Δ𝑘1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1) 𝑉ℐ−𝔎

8𝜔𝔎𝜔𝑘1

⎤
⎥
⎥
⎦

|𝑘1⟩0

+ √𝜆
√𝑄0

⎡
⎢
⎢
⎣
∫∑

𝑑𝑘′

2𝜋
(−𝜔𝑘′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𝑉ℐ−𝑘′

8𝜔2
𝑘′

⎤
⎥
⎥
⎦

|𝔎⟩0.

第三个贡献是

𝐻′
3|𝔎⟩04

1 = − 𝜆
16 ∫∑

𝑑𝑘1
2𝜋

⎡
⎢
⎢
⎣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𝑘1𝑘′
1𝑘′

2
𝑉−𝔎−𝑘′

1−𝑘′
2

𝜔𝔎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𝑘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
⎥
⎦

|𝑘1⟩0

− 𝜆
48

⎡
⎢
⎢
⎣
∫∑

𝑑3𝑘′

(2𝜋)3

𝑉𝑘′
1𝑘′

2𝑘′
3
𝑉−𝑘′

1−𝑘′
2−𝑘′

3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𝑘′

3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
⎥
⎥
⎦

|𝔎⟩0.

把这些加起来之后，我们可以读出

�̂�𝑘 = 𝜆𝑉ℐℐ
8 + √𝜆

√𝑄0

⎡
⎢
⎢
⎣
∫∑

𝑑𝑘′

2𝜋
(−𝜔𝑘′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𝑉ℐ−𝑘′

8𝜔2
𝑘′

⎤
⎥
⎥
⎦

− 𝜆
48

⎡
⎢
⎢
⎣
∫∑

𝑑3𝑘′

(2𝜋)3

𝑉𝑘′
1𝑘′

2𝑘′
3
𝑉−𝑘′

1−𝑘′
2−𝑘′

3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𝑘′

3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
⎥
⎥
⎦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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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𝜌𝔎(𝑘1) = 𝜆𝑄0
4𝜔𝔎

𝑉ℐ𝑘1−𝔎 + 𝜆𝑄0
8 (

𝑉ℐ−𝔎
𝜔2

𝔎
− Δ−𝔎𝐵

𝜔𝔎√𝜆𝑄0 )
𝑉ℐ𝑘1

+√𝜆𝑄0
⎡
⎢
⎢
⎣
∫∑

𝑑2𝑘′

(2𝜋)2

√𝜆𝑄0𝑉−𝔎𝑘′
1𝑘′

2
𝑉−𝑘′

1−𝑘′
2𝑘1

16𝜔𝔎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
𝑑𝑘′

2𝜋
⎛
⎜
⎜
⎝

(−𝜔𝑘′
1
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𝑉−𝑘′−𝔎𝑘1

8𝜔2
𝑘′𝜔𝔎

+
√𝜆𝑄0𝑉−𝔎𝑘′𝑘1𝑉ℐ−𝑘′

8𝜔𝔎𝜔𝑘′ (𝜔𝔎 − 𝜔𝑘′ − 𝜔𝑘1)

⎞
⎟
⎟
⎠

+
(−𝜔𝑘1Δ𝑘1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1) 𝑉ℐ−𝔎

8𝜔𝔎𝜔𝑘1

⎤
⎥
⎥
⎦

− 𝜆𝑄0
16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𝑘1𝑘′
1𝑘′

2
𝑉−𝔎−𝑘′

1−𝑘′
2

𝜔𝔎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𝑘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2-94)

文献 [18]中有

𝛾21
2𝔎(𝑘1) = 2𝜋𝛿(𝑘1 − 𝔎)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8 (
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𝜔𝑘′ )

− 1
16 ∫∑

𝑑2𝑘′

(2𝜋)2
(𝜔𝑘′

1
− 𝜔𝑘′

2)
2

𝜔𝑘′
1
𝜔𝑘′

2

Δ𝑘′
1𝑘′

2
Δ−𝑘′

1,−𝑘′
2

⎤
⎥
⎥
⎥
⎦

+3
8 (−1 +

𝜔𝑘1

𝜔𝔎 ) Δ𝑘1𝐵Δ−𝔎𝐵 − 1
4 ∫∑

𝑑𝑘′

2𝜋 (
𝜔𝑘1

𝜔𝑘′
+

𝜔𝑘′

𝜔𝔎 )
Δ−𝔎,−𝑘′Δ𝑘1𝑘′

−√𝜆𝑄0
8𝜔𝔎 (

𝜔𝑘1Δ𝑘1𝐵
𝑉ℐ−𝔎
𝜔𝔎

+ 𝜔𝔎Δ−𝔎𝐵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1

8 ∫∑
𝑑𝑘′

2𝜋
√𝜆𝑄0Δ−𝑘′𝐵𝑉−𝔎𝑘1𝑘′

𝜔𝔎 (𝜔𝔎 − 𝜔𝑘1 − 𝜔𝑘′)
.

(2-95)

对它进行分解，即得

̂𝛾21
2𝔎(𝑘1)

= 3
8 (−1 +

𝜔𝑘1

𝜔𝔎 ) Δ𝑘1𝐵Δ−𝔎𝐵 − 1
4 ∫∑

𝑑𝑘′

2𝜋 (
𝜔𝑘1

𝜔𝑘′
+

𝜔𝑘′

𝜔𝔎 )
Δ−𝔎,−𝑘′Δ𝑘1𝑘′

−√𝜆𝑄0
8𝜔𝔎 (

𝜔𝑘1Δ𝑘1𝐵
𝑉ℐ−𝔎
𝜔𝔎

+ 𝜔𝔎Δ−𝔎𝐵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1

8 ∫∑
𝑑𝑘′

2𝜋
√𝜆𝑄0Δ−𝑘′𝐵𝑉−𝔎𝑘1𝑘′

𝜔𝔎 (𝜔𝔎 − 𝜔𝑘1 − 𝜔𝑘′)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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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𝔎 − 𝜎𝔎 = 1
𝑄0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8 (
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𝜔𝑘′ )

− 1
16 ∫∑

𝑑2𝑘′

(2𝜋)2
(𝜔𝑘′

1
− 𝜔𝑘′

2)
2

𝜔𝑘′
1
𝜔𝑘′

2

Δ𝑘′
1𝑘′

2
Δ−𝑘′

1,−𝑘′
2

⎤
⎥
⎥
⎥
⎦

. (2-97)

特别地，这意味着 𝜎𝔎 = 𝑄2，其中 𝑄2是对扭结基态质量的两圈修正，参见

文献 [18]。

2.4.3.3 约化内积

𝑂(𝜆)阶修正 |𝔎⟩2与领头阶项 |𝔎⟩0的内积产生

⟨𝔎1|𝔎2⟩red ⊃ 1
√𝑄0

𝛾01
2𝔎2

(𝔎1)
2𝜔𝔎1

+ 1
√𝑄0

𝛾01∗
2𝔎1

(𝔎2)
2𝜔𝔎2

=
−𝜔𝔎2 ̂𝛾21

2𝔎2
(𝔎1) + 𝜔𝔎1 ̂𝛾21∗

2𝔎1
(𝔎2)

2√𝑄0𝜔𝔎1𝜔𝔎2(𝜔𝔎2 − 𝜔𝔎1)
+

𝜔𝔎2𝜌𝔎2(𝔎1) − 𝜔𝔎1𝜌∗
𝔎1

(𝔎2)

2√𝑄0𝜔𝔎1𝜔𝔎2(𝜔𝔎2 − 𝜔𝔎1)
.

(2-98)

由于反对称性，第二个分子中有很多项可以抵消

𝜔𝔎2𝜌𝔎2(𝔎1)

= 𝜆𝑄0
4 𝑉ℐ𝔎1−𝔎2 + 𝜆𝑄0

8 (
𝑉ℐ−𝔎2

𝜔𝔎2

−
Δ−𝔎2𝐵

√𝜆𝑄0 )
𝑉ℐ𝔎1

+𝜆𝑄0
16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𝔎2𝑘′
1𝑘′

2
𝑉−𝑘′

1−𝑘′
2𝔎1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2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𝜆𝑄0
8 ∫∑

𝑑𝑘′

2𝜋
⎛
⎜
⎜
⎝

(−𝜔𝑘′
1
Δ𝑘′𝐵 − √𝜆𝑄0𝑉ℐ𝑘′) 𝑉−𝑘′−𝔎2𝔎1

𝜔2
𝑘′

+
√𝜆𝑄0𝑉−𝔎2𝑘′𝔎1𝑉ℐ−𝑘′

𝜔𝑘′ (𝜔𝔎2 − 𝜔𝔎1 − 𝜔𝑘′)

⎞
⎟
⎟
⎠

+𝜆𝑄0
8 (

−
Δ𝑘1𝐵

√𝜆𝑄0
−

𝑉ℐ𝔎1

𝜔𝔎1 )
𝑉ℐ−𝔎2 − 𝜆𝑄0

16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𝔎1𝑘′
1𝑘′

2
𝑉−𝔎2−𝑘′

1−𝑘′
2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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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𝜔𝔎2𝜌𝔎2(𝔎1) − 𝜔𝔎1𝜌∗
𝔎1

(𝔎2)

2√𝑄0𝜔𝔎1𝜔𝔎2(𝜔𝔎2 − 𝜔𝔎1)

= −
𝜆√𝑄0

8
𝑉ℐ−𝔎2𝑉ℐ𝔎1

𝜔2
𝔎1

𝜔2
𝔎2

−
𝜆√𝑄0

32𝜔𝔎1𝜔𝔎2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𝔎2𝑘′
1𝑘′

2
𝑉−𝑘′

1−𝑘′
2𝔎1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2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𝜔𝔎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𝜆√𝑄0

8𝜔𝔎1𝜔𝔎2
∫∑

𝑑𝑘′

2𝜋
𝑉−𝔎2𝑘′𝔎1𝑉ℐ−𝑘′

𝜔𝑘′ [(𝜔𝔎2 − 𝜔𝔎1)2 − 𝜔2
𝑘′]

−
𝜆√𝑄0

32𝜔𝔎1𝜔𝔎2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𝔎1𝑘′
1𝑘′

2
𝑉−𝔎2−𝑘′

1−𝑘′
2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𝜔𝔎2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2-100)

类似地，

𝜔𝔎2 ̂𝛾21
2𝔎2

(𝔎1)

= 3
8 (𝜔𝔎1 − 𝜔𝔎2) Δ𝔎1𝐵Δ−𝔎2𝐵 − 1

4 ∫∑
𝑑𝑘′

2𝜋 (
𝜔𝔎1𝜔𝔎2

𝜔𝑘′
+ 𝜔𝑘′)

Δ−𝔎2,−𝑘′Δ𝔎1𝑘′

−√𝜆𝑄0
8 (

𝜔𝔎1Δ𝔎1𝐵
𝑉ℐ−𝔎2

𝜔𝔎2

+ 𝜔𝔎2Δ−𝔎2𝐵
𝑉ℐ𝔎1

𝜔𝔎1 )

+1
8 ∫∑

𝑑𝑘′

2𝜋
√𝜆𝑄0Δ−𝑘′𝐵𝑉−𝔎2𝔎1𝑘′

(𝜔𝔎2 − 𝜔𝔎1 − 𝜔𝑘′)
(2-101)

导出

−𝜔𝔎2 ̂𝛾21
2𝔎2

(𝔎1) + 𝜔𝔎1 ̂𝛾21∗
2𝔎1

(𝔎2)

2√𝑄0𝜔𝔎1𝜔𝔎2 (𝜔𝔎2 − 𝜔𝔎1)

=
3Δ𝔎1𝐵Δ−𝔎2𝐵

8√𝑄0𝜔𝔎1𝜔𝔎2

− 1
8√𝑄0𝜔𝔎1𝜔𝔎2

∫∑
𝑑𝑘′

2𝜋
√𝜆𝑄0Δ−𝑘′𝐵𝑉−𝔎2𝔎1𝑘′

[(𝜔𝔎2 − 𝜔𝔎1)2 − 𝜔2
𝑘′]

.(2-102)

(2-100)和 (2-102)这两项贡献即是我们对约化内积 ⟨𝔎1|𝔎2⟩red 涉及到态的 𝑂(𝜆)
阶修正（对应 𝛾2）的计算。

我们现在将计算仅涉及 𝑂(𝜆0)阶和 𝑂(√𝜆)阶的项的内积的贡献，它们分别
对应着 𝛾0 和 𝛾1 。我们把 ⟨𝔎1|𝔎2⟩𝑛,red 定义为把式 (2-70)中的态 ⟨𝜙|和 |𝜓⟩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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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𝔎1|和 |𝔎2⟩且对应于特定 𝑛值的项。然后，使用式 (2-78)和 (2-79)中的系数，
我们得到

⟨𝔎1|𝔎2⟩1,red = ∫∑
𝑑𝑘1
2𝜋

𝛾01∗
𝔎1

(𝑘1)
(2𝜔𝑘1) [

√𝑄0𝛾01
𝔎2

(𝑘1) + Δ𝑘1𝐵𝛾00
𝔎2

+ 2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2𝜔𝑘′

𝛾02
𝔎2

(−𝑘′, 𝑘1)
]

= 1
2𝜔𝔎1 [

√𝑄0𝛾01
𝔎2

(𝔎1) + Δ𝔎1𝐵𝛾00
𝔎2

+ 2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2𝜔𝑘′

𝛾02
𝔎2

(−𝑘′, 𝔎1)
]

= √𝑄02𝜋𝛿(𝔎1 − 𝔎2)
2𝜔𝔎1

+ 1
2𝜔𝔎1√𝑄0

⎡⎢⎢⎣
Δ𝔎1𝐵

⎛
⎜
⎜
⎝

√𝑄0𝜆𝑉ℐ−𝔎2

4𝜔2
𝔎2

−
Δ−𝔎2𝐵
4𝜔𝔎2

⎞
⎟
⎟
⎠

+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𝜔𝑘′ (

−2𝜋𝛿(𝔎1 − 𝔎2)
4 (

Δ−𝑘′𝐵 + √𝑄0𝜆𝑉ℐ−𝑘′

𝜔𝑘′ )

+
√𝑄0𝜆𝑉−𝔎2−𝑘′𝔎1

4𝜔𝔎2 (𝜔𝔎2 − 𝜔𝑘′ − 𝜔𝔎1)
− 2𝜋𝛿(𝑘′ + 𝔎2)

4 (
Δ𝔎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𝔎1

𝜔𝔎1 )

⎞
⎟
⎟
⎠

⎤
⎥
⎥
⎦

= 2𝜋𝛿(𝔎1 − 𝔎2)
2𝜔𝔎1 [

√𝑄0 − 1
√𝑄0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
4𝜔𝑘′ (

Δ−𝑘′𝐵 + √𝑄0𝜆𝑉ℐ−𝑘′

𝜔𝑘′ )]

+
Δ𝔎1𝐵

8𝜔𝔎1𝜔𝔎2√𝑄0 (
√𝑄0𝜆𝑉ℐ−𝔎2

𝜔𝔎2

− Δ−𝔎2𝐵)

−
Δ−𝔎2𝐵

8𝜔𝔎1𝜔𝔎2√𝑄0 (
Δ𝔎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𝔎1

𝜔𝔎1 )

+ √𝜆
8𝜔𝔎1𝜔𝔎2

∫∑
𝑑𝑘′

2𝜋
Δ𝑘′𝐵𝑉−𝔎2−𝑘′𝔎1

𝜔𝑘′(𝜔𝔎2 − 𝜔𝑘′ − 𝜔𝔎1) (2-103)

以及

⟨𝔎1|𝔎2⟩0,red = 1
16√𝑄0𝜔𝔎1𝜔𝔎2

(
√𝑄0𝜆𝑉ℐ𝔎1

𝜔𝔎1

− Δ𝔎1𝐵) (
√𝑄0𝜆𝑉ℐ−𝔎2

𝜔𝔎2

+ Δ−𝔎2𝐵)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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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𝔎1|𝔎2⟩2,red = ∫∑
𝑑2𝑘

(2𝜋)2

𝛾02∗
𝔎1

(𝑘1, 𝑘2)
4𝜔𝑘1𝜔𝑘2

[√𝑄0𝛾02
𝔎2

(𝑘1, 𝑘2) + Δ𝑘1𝐵𝛾01
𝔎2

(𝑘2) + (𝑘1 ↔ 𝑘2)]

= ∫∑
𝑑2𝑘

(2𝜋)2
1

16𝜔𝑘1𝜔𝑘2√𝑄0 [
−2𝜋𝛿(𝑘2 − 𝔎1)

(
Δ−𝑘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𝑄0𝜆𝑉 ∗

−𝔎1𝑘1𝑘2

𝜔𝔎1 (𝜔𝔎1 − 𝜔𝑘1 − 𝜔𝑘2)
− 2𝜋𝛿(𝑘1 − 𝔎1)

(
Δ−𝑘2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2

𝜔𝑘2 )

⎤
⎥
⎥
⎦

×
⎡
⎢
⎢
⎣
2𝜋𝛿(𝑘2 − 𝔎2)

(
Δ𝑘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𝑄0𝜆𝑉−𝔎2𝑘1𝑘2

2𝜔𝔎2 (𝜔𝔎2 − 𝜔𝑘1 − 𝜔𝑘2)

⎤
⎥
⎥
⎦

= 2𝜋𝛿(𝔎1 − 𝔎2)
16𝜔𝔎1√𝑄0

∫
𝑑𝑘1
2𝜋

1
𝜔𝑘1 [

𝑄0𝜆
|𝑉ℐ𝑘1|2

𝜔2
𝑘1

− |Δ𝑘1𝐵|2
]

+ 1
16𝜔𝔎1𝜔𝔎2√𝑄0 (

√𝑄0𝜆
𝑉ℐ−𝔎2

𝜔𝔎2

+ Δ−𝔎2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𝔎1

𝜔𝔎1

− Δ𝔎1𝐵)

+ √𝜆
16𝜔𝔎1𝜔𝔎2

∫∑
𝑑𝑘′

2𝜋
𝑉𝔎1−𝔎2−𝑘′

𝜔𝑘′ (𝜔𝔎1 − 𝜔𝔎2 − 𝜔𝑘′)
(

Δ𝑘′𝐵 − √𝑄0𝜆𝑉ℐ𝑘′

𝜔𝑘′ )

+ √𝜆
16𝜔𝔎1𝜔𝔎2

∫∑
𝑑𝑘′

2𝜋
𝑉𝔎1−𝔎2−𝑘′

𝜔𝑘′ (𝜔𝔎1 − 𝜔𝔎2 + 𝜔𝑘′)
(

Δ𝑘′𝐵 + √𝑄0𝜆𝑉ℐ𝑘′

𝜔𝑘′ )

+ √𝑄0𝜆
32𝜔𝔎1𝜔𝔎2

∫∑
𝑑2𝑘′

(2𝜋)2

𝑉𝔎1−𝑘′
1−𝑘′

2
𝑉−𝔎2𝑘′

1𝑘′
2

𝜔𝑘′
1
𝜔𝑘′

2 (𝜔𝔎1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𝜔𝔎2 − 𝜔𝑘′

1
− 𝜔𝑘′

2)
.

(2-105)

第二行的 𝑉ℐ−𝔎2𝑉ℐ𝔎1 项加上等式 (2-104)中的 𝑉ℐ−𝔎2𝑉ℐ𝔎1 项，抵消了等式 (2-100)
中的第一行。第二行的 Δ−𝔎2𝐵Δ𝔎1𝐵 项，加上等式 (2-104) 中的 Δ−𝔎2𝐵Δ𝔎1𝐵 项，

以及等式 (2-103) 中的两个 Δ−𝔎2𝐵Δ𝔎1𝐵 项，恰好抵消了等式 (2-102) 的第一项。
将第三行和第四行的 𝑉𝔎1−𝔎2−𝑘′Δ𝑘′𝐵 项和等式 (2-103)的最后一行相加所得之和，
精确地和等式 (2-102)中的另一项抵消。

将第三行和第四行相加，𝑉𝔎1−𝔎2𝑘′𝑉ℐ𝑘′项抵消了等式 (2-100)的第三行。最后
一行和等式 (2-100)的第二行抵消。最后，第二行的 Δ𝔎1𝑉ℐ𝔎2 项，和等式 (2-104)
中的 Δ𝔎1𝑉ℐ𝔎2 项，以及和等式 (2-103)的最后一个表达式的第二行中的 Δ𝔎1𝑉ℐ𝔎2

项相加之后抵消，同样地，与它结构相同但𝔎1 ↔ 𝔎2的项 Δ𝔎2𝑉ℐ𝔎1 也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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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𝑛 = 4的贡献是

⟨𝔎1|𝔎2⟩4,red = 2𝜋𝛿(𝔎1 − 𝔎2)
𝜆√𝑄0
96𝜔𝔎1

∫∑
𝑑3𝑘

(2𝜋)3

|𝑉𝑘1𝑘2𝑘3|2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2

+
𝜆√𝑄0

32𝜔𝔎1𝜔𝔎2
∫∑

𝑑2𝑘
(2𝜋)2

𝑉 ∗
𝔎2𝑘1𝑘2

𝑉𝔎1𝑘1𝑘2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𝔎1 + 𝜔𝑘1 + 𝜔𝑘2)(𝜔𝔎2 + 𝜔𝑘1 + 𝜔𝑘2) .

(2-106)

第二行，也就是当 𝔎1 ≠ 𝔎2 时唯一留下的项，和等式 (2-100)的最后一行抵消，
于是等式 (2-100)中的项的抵消全部完成。

2.4.3.4 总结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 𝔎1 ≠ 𝔎2 处约化内积为零。这是必然的，因为它们

代表了𝐻′的不同本征态。因此，这是对我们的主要结果 (2-70)的一致性检验。

我们的推导不适用于 𝔎1 = −𝔎2 处的 𝑂(√𝜆)修正，因为在分子和分母中都
存在带有 (𝜔𝔎1 − 𝜔𝔎2)的项并且我们将它们抵消了。事实上，态 |𝔎1⟩和态 | − 𝔎1⟩
具有相同的能量，因而有可能会出现混合。

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不够细致，而是确实存在简并的本征空间，其上可以自

由定义 |𝔎1⟩ 以与 | − 𝔎1⟩ 有任意重叠。然而，对于给定的物理问题，在极点
𝜔𝔎1 = 𝜔𝔎2 处可能存在更有用的处理方法。当我们在本章后续部分考虑介子倍

增时，我们将看到这样的物理原理如何确定一个相关的极点。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们打算使用扭结-介子弹性散射来确定用于在 𝔎1 = −𝔎2 处定义极点的处理方

法。

同样，我们的推导在 𝔎1 = 𝔎2 处也不可靠，因为同样的操作是缺乏明确定

义的。这仅是我们自由选择 |𝔎1⟩的归一化的反映。例如，我们可以对所有大于
0的 𝑖固定 𝛾01

𝑖𝔎(𝔎) = 0，这类似于我们在计算单扭结零介子态的约化模时施加的
条件 𝛾00

2 = 0。

2.5 对初态和末态的修正

2.5.1 初、末态修正的研究动机

在实验中，任何初始条件都是允许的。初始条件的选择由实验者自行决定，

原因是它取决于实验的设置方式。同样，每个检测道中末态的选择也是由实验

者决定，原因是它取决于探测器的设计。在第 3章中，我们考虑将初态波包构造
为 𝐻′

2 本征态 |𝑘1⟩0 的叠加，其中每一个 |𝑘1⟩0 对应于所需态的领头阶半经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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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换言之，初始单介子态仅在自由扭结哈密顿量 𝐻′
2 的单介子福克空间构造。

类似地，概率的计算需要投影到自由哈密顿量的双介子福克空间上，该空间由态

|𝑘2𝑘3⟩0生成。这个过程是明确定义的，并且可以和一些实验的结果对应。

但是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选择。我们也可以另外地使用完整哈密顿量𝐻′

的本征态 |𝑘1⟩来构建波包。完整哈密顿量 𝐻′ 的单介子福克空间中的每个元素

都包含自由哈密顿量𝐻′
2 的各种 𝑛-介子本征态 |𝑘1 ⋯ 𝑘𝑛⟩0的叠加。这种选择有些

随意，因为波包本身不会是上述两个哈密顿量中任何一个的本征态。然而，人们

可能会问，最终的概率是否取决于这一选择。这一点在实验上很重要，因为如果

概率取决于选择，则需要确定给定的制备方法和探测器对应于何种选择。从理论

上讲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结果不同，其中的一个选择可能与 LSZ约化定
理兼容，而另一个可能不兼容。

需要说明的是，本节的部分结果和第 3章的第 3.2节重复（除此之外，本节
还包括了重要的对极点贡献的研究）。然而，在第 3章第 3.2节的推导更为简单，
并且那里的处理方式更接近人们熟悉的相互作用表象。

有两种计算反射/透射系数的方法：

（1）从入射波开始，令它随时间演化，然后看出射的结果，这即是第 3章的
第 3.2节中的方法，其中入射波是真空哈密顿量的本征态。

（2）找到完整哈密顿量的本征态，利用右侧没有入射波这个边界条件（我们
令所有入射介子都从左侧的远处入射），直接从两侧的出射波中读出反射和透射

系数。因为全哈密顿量的本征态是时间无关的，所以这里没有时间演化，这是本

节中使用的方法。

简言之，这两节的区别在于，在这一节我们使用的是完整哈密顿量的本征态

（这类似于普通量子力学中的散射），而在第 3章的第 3.2节我们使用的是真空哈
密顿量的本征态。

2.5.2 初态和末态条件

在第 3章中，我们将要计算的是单扭结单介子的初态演化到单扭结两介子
的末态的振幅，我们称这个过程为介子倍增。虽然初态和末态不涉及 𝜆的幂，但
相互作用包含√𝜆，因此振幅为 𝑂(√𝜆)阶。然而，如果初态包含 𝑂(√𝜆)的量子
修正，则它可以通过不含 𝜆的𝐻′

2 演化到末态，并产生同阶的贡献。类似地，如

果允许的末态中包含一个 𝑂(√𝜆)阶修正，其与随𝐻′
2 演化的初态有一个 𝑂(1)阶

内积，它也将在相同阶给出贡献。如果我们的初态或投影算符被构造为完整哈密

顿量的本征态的叠加，就会出现这样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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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来考虑一个无反射性扭结，以便远离扭结的正规模可以很好地用

平面波近似，我们将在式 (2-118)中快速回顾其形式。让初始介子波包具有与第
3章中相同的叠加系数

𝛼𝑘1 = 2𝜎√𝜋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2-107)

但这一次是作为完整扭结哈密顿量 𝐻′ 的本征态的单介子态 |𝑘1⟩的叠加。我们
的初态是

|Φ⟩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𝑘1⟩ (2-108)

这里与在第 3章中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那里，𝐻′ 的本征态 |𝑘1⟩被替换为了 𝐻′
2

的本征态 |𝑘1⟩0

|Φ⟩0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𝑘1⟩0 . (2-109)

注意，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对连续模 𝑘1进行积分，而不对束缚模（包括零模和

形模）求和，因为这些模在远离扭结的地方呈指数消失（我们假设了 |𝑥0| ≫ 1/𝑚
）。

与第 3 章中将要计算的矩阵元 0⟨𝑘2𝑘3|𝑒−𝑖𝑡(𝐻′
2 +𝐻′

3 )|Φ⟩0 不同，我们现在对如

下矩阵元感兴趣

vac⟨𝑘2𝑘3|𝑒−𝑖𝑡𝐻′|Φ⟩. (2-110)

这里 |𝑘2𝑘3⟩vac不是扭结哈密顿量的本征态 |𝑘2𝑘3⟩。假设它是，那么演化算符中的
𝐻′只会将它乘以一个相位，然后矩阵元仅通过简单的相位旋转演化，而我们感

兴趣的是从零开始演化为非零的概率值。相反，它是通过将 𝑓(𝑥)替换为 𝑓(−∞)
或 𝑓(+∞)的远离扭结左侧或右侧的𝐻′的平移不变本征态，参考定义式 (1-1)和
(1-4)。

在非反射性扭结的情况下，在领头阶，|𝑘2𝑘3⟩vac中唯一相关的量子修正是

|𝑘2𝑘3⟩vac = |𝑘2𝑘3⟩0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𝑘2 + 𝑘3⟩0 (2-111)

和

|𝑘2𝑘3⟩vac = |𝑘2𝑘3⟩0 +
√𝜆𝑉 (3)(√𝜆𝑓(+∞))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𝑘2 + 𝑘3⟩0. (2-112)

其中前者用于波包位于 𝑥 ≪ 0时的内积计算，后者用于波包位于 𝑥 ≫ 0时的内
积计算。投影算符由对位于 𝑥 ≪ 0和 𝑥 ≫ 0的 |𝑘2𝑘3⟩vac的波包的积分组装而成，

其分别由 (2-111)和 (2-112)的叠加组成。注意，只有 (2-111)和 (2-112)中的第一
项与初态修正有关，而第二项与末态修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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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初末态修正计算

时刻 𝑡的态是

|𝑡⟩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𝑒−𝑖𝑡𝐻′|𝑘1⟩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𝑒−𝑖𝑡�̃�𝑘1 |𝑘1⟩, (2-113)

其中 �̃�𝑘1 是 |𝑘1⟩的量子修正能量。它等于 𝜔𝑘1 加上 𝑂(𝜆)阶的修正 [18]。由于这
里只考虑 𝑂(√𝜆)阶的修正，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修正而只使用 𝜔𝑘1。接下来，由于

𝛼𝑘1 位于 𝑘1 = 𝑘0附近，我们可以作如下展开

�̃�𝑘1 = 𝜔𝑘1 = 𝜔𝑘0 + 𝑘0
𝜔𝑘0

(𝑘1 − 𝑘0). (2-114)

然后我们得到

|𝑡⟩ = ∫
𝑑𝑘1
2𝜋 2𝜎√𝜋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𝑒

−𝑖𝑡(𝜔𝑘0+ 𝑘0
𝜔𝑘0

(𝑘1−𝑘0))|𝑘1⟩

= 2𝜎√𝜋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

𝑑𝑘1
2𝜋 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1−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𝑘1⟩. (2-115)

现在，让我们考虑在 𝑂(√𝜆)阶的对 |𝑘1⟩的一个特定贡献

|𝑘1⟩ ⊃ 1
√𝑄0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𝛾02

1𝑘1
(𝑘2, 𝑘3)|𝑘2𝑘3⟩0

⊃ √𝜆
4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𝑉−𝑘1𝑘2𝑘3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𝑘2𝑘3⟩0. (2-116)

𝑘2或 𝑘3是束缚模的情况很有趣，那种情况将成为第 4章中的（反）斯托克
斯散射的研究主题，这里我们将仅考虑连续模 𝑘2和 𝑘3，然后直接将结果推广到

（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在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处有一个极点。这个极点当然很重

要，因为介子倍增就发生在极点处。但是让我们首先考虑远离这个极点的 𝑘2 和

𝑘3（与 1/𝜎的尺度相比），在第 2.5.4节我们再回到对极点的研究。于是在这里我
们可以在分母中将 𝑘1取为 𝑘0并且式 (2-116)贡献了

|𝑡⟩ ⊃
√𝜆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0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1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𝑑𝑥𝑉 (3)(𝑔𝑓(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

×
⎡⎢⎢⎣
2𝜎√𝜋 ∫

𝑑𝑘1
2𝜋 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1−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𝔤−𝑘1(𝑥)
⎤⎥⎥⎦

|𝑘2𝑘3⟩0.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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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尝试计算 𝑥 ≫ 0和 𝑥 ≪ 0时方括号中的积分，其中

𝔤𝑘(𝑥) =
⎧⎪
⎨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2-118)

|ℬ𝑘|2 = |𝒟𝑘|2 = 1, ℬ∗
𝑘 = ℬ−𝑘, 𝒟∗

𝑘 = 𝒟−𝑘.

于是方括号中的积分是

2𝜎√𝜋 ∫
𝑑𝑘1
2𝜋 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1−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𝔤−𝑘1(𝑥)

= 𝑒𝑖𝑘0𝑥Exp

⎡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

4𝜎2

⎤
⎥
⎥
⎥
⎥
⎦

⎧⎪
⎨
⎪⎩

ℬ−𝑘0 if 𝑥 ≪ −1/𝑚
𝒟−𝑘0 if 𝑥 ≫ 1/𝑚.

(2-119)

我们看到 𝑥在 𝑥𝑡附近达到峰值，其中

𝑥𝑡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2-120)

当 |𝑥𝑡| ≫ 0时，高斯项位于 |𝑥| ≫ 0处。这里 𝑓(𝑥)趋于一个常数，因此 𝑉 (3)(𝑔𝑓(𝑥))
也趋于一个常数，其对应于理论的两个真空之一中势能的三阶导数。常数的值取

决于 𝑥𝑡 的符号。现在让我们转向 𝑥的被积函数。具体而言，让我们考虑 𝑡远小
于介子波包撞到扭结的时间，因此 𝑥 ≪ 0，则

∫ 𝑑𝑥𝑉 (3)(𝑔𝑓(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𝑒𝑖𝑘0𝑥Exp
⎡
⎢
⎢
⎢
⎣
−

(−𝑥 + 𝑥0 + 𝑘0𝑡/𝜔𝑘0)
2

4𝜎2

⎤
⎥
⎥
⎥
⎦

ℬ−𝑘0

= 2𝜎√𝜋𝑉 (3)(√𝜆𝑓(−∞))ℬ−𝑘0ℬ𝑘2ℬ𝑘3𝑒−𝜎2(𝑘0−𝑘2−𝑘3)2𝑒𝑖𝑥𝑡(𝑘0−𝑘2−𝑘3).

(2-121)

当 𝑡很大时，𝑥𝑡 ≫ 0，只需将相位 ℬ更改为 𝒟并且 𝑉 (3) 在扭结右边的真空处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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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介子和扭结碰撞之后

|𝑡⟩ ⊃
2𝜎√𝜋𝑉 (3)(√𝜆𝑓(+∞))√𝜆ℬ𝑘0𝒟−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𝒟𝑘2𝒟𝑘3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𝑒−𝜎2(𝑘0−𝑘2−𝑘3)2𝑒𝑖𝑥𝑡(𝑘0−𝑘2−𝑘3)|𝑘2𝑘3⟩0

=
2𝜎√𝜋𝑉 (3)(√𝜆𝑓(+∞))√𝜆ℬ𝑘0𝒟−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𝑖𝑘0𝑥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𝔤𝑘2(𝑥𝑡)𝔤𝑘3(𝑥𝑡)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𝑒−𝜎2(𝑘0−𝑘2−𝑘3)2|𝑘2𝑘3⟩0

=
𝑉 (3)(√𝜆𝑓(+∞))√𝜆ℬ𝑘0𝒟−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𝒟𝑘2𝒟𝑘3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𝑘2𝑘3⟩0. (2-122)

在最后一个等式中，我们考虑了极限 𝜎 → ∞。碰撞之前则是

|𝑡⟩ ⊃
2𝜎√𝜋𝑉 (3)(√𝜆𝑓(−∞))√𝜆ℬ𝑘0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ℬ𝑘2ℬ𝑘3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𝑒−𝜎2(𝑘0−𝑘2−𝑘3)2𝑒𝑖𝑥𝑡(𝑘0−𝑘2−𝑘3)|𝑘2𝑘3⟩0.

=
2𝜎√𝜋𝑉 (3)(√𝜆𝑓(−∞))√𝜆𝑒−𝑖𝜔𝑘0 𝑡+𝑖𝑘0𝑥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𝔤𝑘2(𝑥𝑡)𝔤𝑘3(𝑥𝑡)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𝑒−𝜎2(𝑘0−𝑘2−𝑘3)2|𝑘2𝑘3⟩0

= 𝑉 (3)(√𝜆𝑓(−∞))√𝜆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0

×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ℬ𝑘2ℬ𝑘3

𝜔𝑘0 − 𝜔𝑘2 − 𝜔𝑘3

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𝑘2𝑘3⟩0. (2-123)

注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𝑘0和 𝑘2 + 𝑘3的差值在 1/𝜎 阶，并且我们的假设是它
远小于 𝑚。因此 𝜔𝑘0 与 𝜔𝑘2 + 𝜔𝑘3 相差甚远，并且从初始波包产生的任何能量为

𝜔𝑘2 和 𝜔𝑘3 介子都将极度离壳。因此，我们预计这些项不会影响介子倍增概率，

接着我们来看是否果真如此。为此，我们只需计算 |𝑡⟩和式 (2-111)中 |𝑘2𝑘3⟩vac

的约化内积。

碰撞后，直到 𝑂(√𝜆)阶，|𝑘2𝑘3⟩vac由式 (2-112)给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
态中读出它们的系数 𝛾。我们将始终考虑极限 𝜎 → ∞，首先，让我们考虑碰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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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积。

𝛾01
𝑡 (𝑘) = ℬ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2𝜋𝛿(𝑘 − 𝑘0) (2-124)

𝛾02
𝑡 (𝑘′

2𝑘′
3)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0𝒟−𝑘0𝒟𝑘′
2
𝒟𝑘′

3
𝑒−𝑖𝜔𝑘0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

2 − 𝑘′
3)

4𝜔𝑘0 (𝜔𝑘0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𝛾02
𝑘2𝑘3,vac(𝑘′

2𝑘′
3) = 2𝜋𝛿(𝑘′

2 − 𝑘2)2𝜋𝛿(𝑘′
3 − 𝑘3)

𝛾01
𝑘2𝑘3,vac(𝑘) =

√𝜆𝑉 (3)(√𝜆𝑓(+∞))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𝜋𝛿(𝑘 − 𝑘2 − 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 .

现在我们再次使用我们的主要公式 (2-70)来计算直到 𝑂(√𝜆)阶的约化内积

vac⟨𝑘2𝑘3|𝑡⟩red

= ∫∑
𝑑𝑘
2𝜋

𝛾01∗
𝑘2𝑘3,vac(𝑘)

2𝜔𝑘
√𝑄0𝛾01

𝑡 (𝑘) + 2 ∫∑
𝑑𝑘′

2𝑑𝑘′
3

(2𝜋)2

𝛾02∗
𝑘2𝑘3,vac(𝑘′

2𝑘′
3)

4𝜔𝑘′
2
𝜔𝑘′

3

√𝑄0𝛾02
𝑡 (𝑘′

2𝑘′
3)

= ∫∑
𝑑𝑘
2𝜋

√𝑄0
2𝜔𝑘

√𝜆𝑉 (3)(√𝜆𝑓(+∞))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𝜋𝛿(𝑘 − 𝑘2 − 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 ℬ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2𝜋𝛿(𝑘 − 𝑘0)

+2 ∫∑
𝑑𝑘′

2𝑑𝑘′
3

(2𝜋)2
√𝑄0

4𝜔𝑘′
2
𝜔𝑘′

3

2𝜋𝛿(𝑘′
2 − 𝑘2)2𝜋𝛿(𝑘′

3 − 𝑘3)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0𝒟−𝑘0𝒟𝑘′

2
𝒟𝑘′

3
𝑒−𝑖𝜔𝑘0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

2 − 𝑘′
3)

4𝜔𝑘0 (𝜔𝑘0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
√𝜆𝑄0𝑉 (3)(√𝜆𝑓(+∞))ℬ𝑘2+𝑘3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
√𝜆𝑄0𝑉 (3)(√𝜆𝑓(+∞))ℬ𝑘2+𝑘3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𝑘3 − 𝜔𝑘2 − 𝜔𝑘3)
= 0. (2-125)

碰撞前的内积的计算与之相似。这里出现在投影算符中以及因此出现在矩

阵元中的 |𝑘2𝑘3⟩vac 由式 (2-111)给出。因此式 (2-124)中的其中两个 𝛾 需要更换
为

𝛾02
𝑡 (𝑘′

2𝑘′
3)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
2
ℬ𝑘′

3
𝑒−𝑖𝜔𝑘0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

2 − 𝑘′
3)

4𝜔𝑘0 (𝜔𝑘0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𝛾01
𝑘2𝑘3,vac(𝑘)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𝜋𝛿(𝑘 − 𝑘2 − 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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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地，直到 𝑂(√𝜆)阶

vac⟨𝑘2𝑘3|𝑡⟩red

= ∫∑
𝑑𝑘
2𝜋

𝛾01∗
𝑘2𝑘3,vac(𝑘)

2𝜔𝑘
√𝑄0𝛾01

𝑡 (𝑘) + 2 ∫∑
𝑑𝑘′

2𝑑𝑘′
3

(2𝜋)2

𝛾02∗
𝑘2𝑘3,vac(𝑘′

2𝑘′
3)

4𝜔𝑘2𝜔𝑘3
√𝑄0𝛾02

𝑡 (𝑘′
2𝑘′

3)

= ∫∑
𝑑𝑘
2𝜋

√𝑄0
2𝜔𝑘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𝜋𝛿(𝑘 − 𝑘2 − 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 ℬ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2𝜋𝛿(𝑘 − 𝑘0)

+2 ∫∑
𝑑𝑘′

2𝑑𝑘′
3

(2𝜋)2
√𝑄0

4𝜔𝑘2𝜔𝑘3

2𝜋𝛿(𝑘′
2 − 𝑘2)2𝜋𝛿(𝑘′

3 − 𝑘3)

×
√𝜆𝑉 (3)(√𝜆𝑓(−∞))ℬ𝑘′

2
ℬ𝑘′

3
𝑒−𝑖𝜔𝑘0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

2 − 𝑘′
3)

4𝜔𝑘0 (𝜔𝑘0 − 𝜔𝑘′
2

− 𝜔𝑘′
3)

=
√𝜆𝑄0𝑉 (3)(√𝜆𝑓(+∞))ℬ𝑘2ℬ𝑘3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
√𝜆𝑄0𝑉 (3)(√𝜆𝑓(−∞))ℬ𝑘2ℬ𝑘3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2𝜋𝛿(𝑘0 − 𝑘2 − 𝑘3)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𝑘3 − 𝜔𝑘2 − 𝜔𝑘3) = 0. (2-126)

我们看到内积同样地消失了。因此，在远离极点处，初态和末态的修正不会在这

一阶产生贡献。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个过程只有在极点处发生才会保证

能量守恒。

2.5.4 极点处的贡献

在式 (2-117) 中，我们计算了式 (2-116) 对介子倍增振幅的贡献并发现它为
零。然而，我们忽略了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处的极点贡献。更准确地说，我们在分

母中令 𝑘1为 𝑘0，尽管通常它们的差异在 𝑂(1/𝜎)阶。这种近似是合理的，而在极
点的大小为 1/𝜎 的邻域内则例外。在极限 𝜎 → ∞下这样的近似是有效的，而在
极点的无穷小邻域内则例外。因此，我们期待引入的误差仅取决于无穷小邻域中

的被积函数，特别是仅取决于极点的留数。

在这一极点能量守恒，因此它对介子倍增的贡献是在壳的。让我们重写式

(2-117)来看它对振幅的贡献，现在我们保留来自极点的贡献

|𝑡⟩ ⊃
√𝜆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 𝑑𝑥𝑉 (3)(𝑔𝑓(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

×2𝜎√𝜋
[∫

𝑑𝑘1
2𝜋

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1−𝑘0)𝑥𝑡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𝔤−𝑘1(𝑥)
𝜔𝑘1 ]

|𝑘2𝑘3⟩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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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写下的，积分在极点处没有定义。现在，让我们使用积分主值来定义

它。

让我们通过 𝑘1 = 𝑘𝐼 定义极点的位置，使得

𝜔𝑘𝐼 =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𝑘𝐼 > 0. (2-128)

在 𝑘1 = −𝑘𝐼 处还有另一个极点。我们可以使用 Sokhotski–Plemelj定理计算极点
处方括号中项的贡献。我们已经论证了远离极点处对振幅没有贡献，所以我们只

需要考虑±𝑖𝜋乘以每个极点的留数。在极点 𝑘1 = −𝑘𝐼，留数包含因子 𝑒−𝜎2(𝑘𝐼 +𝑘0)2
，

它在极限 𝜎 → ∞下消失，因此我们不再需要考虑那个极点。

如果 𝑥𝑡 > 𝑥那么围道应该向下关闭从而得到 −𝜋𝑖乘以留数，否则应该向上
关闭从而得到 𝜋𝑖乘以留数。注意，朴素地看，高斯项在这样的围道上发散。然
而，在 𝜎 → ∞极限下，它只对极点的 1/𝜎 邻域的积分贡献一个常数因子，因此
可以在进行积分之前简单地将高斯中的 𝑘1 取为其在极点处的值。这会影响实轴

上的积分值，但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只有极点附近的积分才能对振幅产生影

响。式 (2-127)中方括号中的项因此变为

− sign (𝑥𝑡 − 𝑥)
𝑖

2𝑘𝐼
𝑒−𝜎2(𝑘𝐼 −𝑘0)

2
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𝔤−𝑘𝐼 (𝑥). (2-129)

不使用围道积分的另一种推导方法如下。在大 |𝑥|处，方括号中的 𝔤−𝑘1(𝑥)仅
仅是 𝑒𝑖𝑘1𝑥（相差一个常数相位相位 ℬ−𝑘1 或𝒟−𝑘1 ）。将其与 𝑒−𝑖(𝑘1−𝑘0)𝑥𝑡 合并得到

𝑒−𝑖(𝑘1−𝑘0)𝑥𝑡𝑒𝑖𝑘1𝑥 = 𝑒−𝑖(𝑘1−𝑘𝐼 )(𝑥𝑡−𝑥)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𝑒𝑖𝑘𝐼 𝑥. (2-130)

右边的第三项连同相位 ℬ−𝑘1 或 𝒟−𝑘1 一起变成了式 (2-129)中的 𝑔−𝑘𝐼 (𝑥)。第二
项同样出现在式 (2-129) 中。在大 𝜎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方括号中项的分母
(𝜔𝑘1 − 𝜔𝑘𝐼 )𝜔𝑘1 以 (𝑘1 − 𝑘𝐼 )线性展开，得到 (𝑘1 − 𝑘𝐼 )𝑘1。这个分母对于 (𝑘1 − 𝑘𝐼 )
是奇的，因此只有式 (2-130)右边第一项中的奇项有贡献。将其除以 (𝑘1 − 𝑘𝐼 )𝑘1

可以得到原生 delta函数

lim |𝑥𝑡 − 𝑥| → ∞ −
sin [(𝑘1 − 𝑘𝐼 )(𝑥𝑡 − 𝑥)]

(𝑘1 − 𝑘𝐼 )𝑘1
= −𝜋sign(𝑥𝑡 − 𝑥)𝛿(𝑘1 − 𝑘𝐼 )

𝑘1
(2-131)

它可用于在式 (2-127)中的方括号中计算 𝑘1积分，再次得到 (2-129)。

这个结果却不是我们期望看到的。它关于时间对称（相差一个符号），因此

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观察到两个介子的概率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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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通过改变我们对 𝛾02
1𝔎 中的极点解释来破缺时间反演对称性。现在我

们不用积分主值的定义方法，我们来尝试

𝛾02
1𝔎(𝑘1, 𝑘2) = 2𝜋𝛿(𝑘2 − 𝔎)

2 (
−Δ𝑘1𝐵 − √𝑄0𝜆

𝑉ℐ𝑘1

𝜔𝑘1 )
+

√𝑄0𝜆𝑉−𝔎𝑘1𝑘2

4𝜔𝔎 (𝜔𝔎 −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𝑖𝜖)
.

(2-132)
在下一小节中，我们将解释为什么这样的平移会导致另一个具有相同能量的哈

密顿本征态，因而是被允许的。

现在，复 𝑘1平面上的极点处于无穷小的负虚数值。因此，如果 𝑥𝑡 < 𝑥则极
点不包含在围道中。现在方括号中的项变为

− Θ(𝑥𝑡 − 𝑥) 𝑖
𝑘𝐼

𝑒−𝜎2(𝑘𝐼 −𝑘0)
2
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𝔤−𝑘𝐼 (𝑥), (2-133)

其中 Θ是 Heaviside阶跃函数。它对 |𝑡⟩的相应贡献是

|𝑡⟩ ⊃ −
√𝜆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

𝑥𝑡

−∞
𝑑𝑥𝑉 (3)(𝑔𝑓(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

×2𝜎√𝜋 [
𝑖

𝑘𝐼
𝑒−𝜎2(𝑘𝐼 −𝑘0)

2
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𝔤−𝑘𝐼 (𝑥)] |𝑘2𝑘3⟩0. (2-134)

现在如果 𝑥𝑡 ≪ 0，使得介子波包还没有到达扭结，那么 𝑥-积分将只覆盖到渐近
区域，在这个渐近区域内 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𝔤−𝑘𝐼 (𝑥) ∼ 𝑒𝑖𝑥(𝑘𝐼 −𝑘2−𝑘3)快速振荡，指数地压

低振幅。另一方面，在碰撞之后 𝑥𝑡 ≫ 0，积分等于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相差一个指数压

低的修正）。态则是

|𝑡⟩ ⊃ −Θ(𝑥𝑡)
𝑖𝜎√𝜋𝜆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2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𝑒−𝜎2(𝑘𝐼 −𝑘0)

2
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𝑘𝐼
|𝑘2𝑘3⟩0.
(2-135)

使用式 (2-71)计算分母，这导致约化矩阵元

vac⟨𝑘2𝑘3|𝑡⟩red
⟨0|0⟩red

⊃ −Θ(𝑥𝑡)
𝑖𝜎√𝜋𝜆ℬ𝑘0𝑒−𝑖𝜔𝑘0 𝑡

4𝜔𝑘2𝜔𝑘3𝑘𝐼
𝑒−𝜎2(𝑘𝐼 −𝑘0)

2
𝑒−𝑖(𝑘𝐼 −𝑘0)𝑥𝑡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136)

加上 𝑂(𝜆3/2)阶修正，与第 3章中的振幅 (3-56)一致。然而，这里我们考虑了平
移不变的初态和末态。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可以保证平移不变性的对初态和末

态的高阶修正，在 𝑂(√𝜆)阶并不会影响介子倍增振幅。由于计算过程十分类似，
这个结果也可以直接推广到斯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即式 (2-136)
和式 (3-56)在领头阶的等同也表明了我们在第 4章中的计算所得到的结果是正
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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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简并的本征态

我们将 |𝑘1⟩定义为被 𝑃 ′ 湮灭的 𝐻′ 本征态，其领头阶项为 |𝑘1⟩0。这并不

能完全表征这个态，因为还有其他具有相同能量的平移不变态。考虑任意使得

�̃�𝑘2 + �̃�𝑘3 = �̃�𝑘1 的 𝑘2和 𝑘3。回想一下，直到 𝑂(𝜆)阶修正（我们并不考虑到这一
阶），这个条件是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然后态 |𝑘2𝑘3⟩与 |𝑘1⟩具有相同的能量，并且
根据构造，它也是平移不变的。

让我们平移对 |𝑘1⟩的定义

|𝑘1⟩ ⟶ |𝑘1⟩ + 𝑐𝑘1𝑘2𝑘3
√𝜆|𝑘2𝑘3⟩, (2-137)

其中 𝑐的阶数为 𝑂(𝜆0)且仅当 �̃�𝑘2 + �̃�𝑘3 = �̃�𝑘1 时才是非零的。现在能量本征值在

这个新项中匹配了，所以上面使用的论证不再有效（上面使用的论证表明了 𝛾𝑚2
1𝑘1

中对 |𝑘1⟩的贡献对振幅没有贡献）。

|𝑘1⟩ 的新选择同样满足我们的定义。然而，它与旧选择的不同之处在于
𝛾20

1 (𝑘2, 𝑘3) 的变化。事实上，𝛾20
1 (𝑘2, 𝑘3) 的任意值都对应于 𝑐𝑘1𝑘2𝑘3 的某个选择，

只需它当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时与式 (2-79)中的旧值一致。直觉上，人们可能只会
添加与 𝛿(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成正比的项，式 (2-132)中极点的无穷小平移正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第 3章中的正确初始条件对应于式 (2-79)且把其中的 𝛾21
1 替

换为式 (2-132) 。而在介子波包从另一侧撞向扭结并散射的情形，有 𝑥0 > 0 和
𝑘0 < 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积分在 𝑥𝑡 < 𝑥处为零，以便 𝑘1 围道在复平面

底部闭合。这需要将极点平移 +𝑖𝜖。然而，由于 𝑘0 < 0，这仍然对应于 𝜔𝑘1 的负

虚部，因此仍然对应于同样的改动 (2-132)。我们提醒读者，该态与第 3章中定义
的态具有相同的能量、动量和 𝑂(𝜆0)阶项，但这里的态不会导致在初始波包 |Φ⟩
中出现双介子分量。

2.6 本章小结

给定一个静态的扭结解，我们可以计算它的正规模甚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

用 [56]。每年都会有新的模型被如此研究 [57–59]，包括最近的引力扭结方面的
工作 [60, 61]。有了这些正规模，就可以构建与扭结相对应的量子态。最近人们
甚至在非拓扑孤子的量子处理方面取得了进展 [62, 63]。然而，由于平移群的无
限体积，每一种处理方法中都需要对待平移不变的扭结态是不可归一化的这一

事实。

针对这个问题有许多解决方案被提出，每一种都是在某些情况下适用。而许

多方案都有一个缺点即破坏了平移不变性，它们使得局域量不守恒，或者它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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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有限的位移。在本章中，我们提出了另一种处理此问题的方法，即用被平移

群除的约化内积来替换内积。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因为平移群的

体积同时出现在可观测量的分子和分母中，因而相互抵消。我们已经发现这样能

够使许多计算得到极大简化，因为我们能固定平移对称性，以使所有具有零模

𝜙0的项都为零。

我们选择的坐标 𝑦使问题在一开始变得复杂，因为该坐标 𝑦定义为 𝜙0的本

征值。直观上，这可以理解如下。令 𝑓(𝑥)是一个经典扭结解。集体坐标的移动
将 𝑓(𝑥)变换为 𝑓(𝑥 − 𝑥0)，因此它对位置是线性作用。另一方面，𝑦上的平移将
𝑓(𝑥)变换为 𝑓(𝑥) − 𝑦0𝑓 ′(𝑥0)/√𝑄0。这并不对应于一个平移的扭结解，除非同时

平移正规模来进行补偿。因此，由平移对称性对应的商带来的雅可比因子的非

对角部分与 Δ𝐵𝑘 成正比，它是当平移 𝑥时零模 𝔤𝐵(𝑥)和其他正规模之间的混合。
然而，在 𝑦0较小时，这两个变换通过一个简单的比例因子√𝑄0相关联，这使我

们能够轻松地定义匹配条件并计算必要的雅可比项。

文献 [18]中研究了对单介子态 |𝔎⟩的领头阶修正，这在本章 (2-79)中进行
了总结。然而，如果 𝜔𝔎 ≥ 2𝑚则这个态与某些两介子态具有相同的能量和动量。
该态始终含有离壳两介子态的云。在 (2-79)中，简并态是在壳的。研究两介子态
产生的物理上正确的初始条件，是从不包含具有两个在壳介子的态开始。在式

(2-132)我们展示了一个这样的态，它和文献 [18]中是一样的，含有由于简并两
介子态产生的次领头阶贡献。这个次领头阶贡献是通过包含了极点的无穷小虚

位移来加入的。更普遍地，我们猜想态中的这些极点代表了简并态的在壳贡献，

这些贡献可以而且通常应该通过这样的虚位移来消除。换句话说，我们猜想用于

计算此类极点的处理方法通常对应于简并的本征空间中的哈密顿本征态的物理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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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介子倍增

3.1 引言

使用文献 [64]中引入的经典辐射运动方程的微扰方法，文献 [11, 12]研究了
扭结上的入射辐射。结果发现，如果扭结是无反射的，并且辐射是频率为 𝜔的单
色辐射，则一些透射辐射的频率将为 2𝜔，这种倍频会对扭结施加负压。在量子
化的模型中这很容易理解，它表示过程扭结 +2个介子→扭结 +1个介子。人们
可以证明介子之间的能量守恒（其在领头阶是精确的）意味着末态介子比两个融

合的介子具有更大的动量，其差异导致扭结的负反冲。这（包括更高阶的介子的

介子融合）是经典无反射扭结情况下唯一允许的过程。在反射性扭结的情况下，

文献 [13]发现也存在着介子反射，其对压力产生正贡献。

与经典体系相比，介子-扭结相互作用在量子体系中具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前
者导致负压，而后者导致正压。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奇怪，因为由𝑁 个介子组
成的初态将产生与 𝑁 成比例的介子倍增事例数，而介子融合的概率将是 𝑂(𝑁2)
阶。因此，对于足够强的介子源，我们期待介子融合现象成为主导。

本章中，我们首先在第 3.2节中处理了对初态和末态的量子修正，这是要求
它们在远离扭结时既正常地运动又不发生演化所必需的，我们发现，在我们所

计算到的这一阶，这些修正对介子倍增的概率没有贡献。接着在第 3.3节计算了
一般性的 1+1维标量场论中介子倍增的概率。在第 3.4节中，我们将所得结果应
用于两个无反射扭结：Sine-Gordon孤子和 𝜙4扭结。当然，由于可积性，介子倍

增现象不会发生在 Sine-Gordon的情况下（这可以作为一致性检验）。在第 3.5节
中，我们给出了 𝜙4模型中与介子倍增相关的各种概率的数值结果，例如概率密

度和反冲概率。

3.2 初态和末态

在这一节我们尝试和第 2章第 2.5节不同的另一套方法，即从真空哈密顿量
的角度来尝试理解对初态和末态的选择。

3.2.1 振幅修正

我们在之后计算的振幅 (3-56)是 𝑂(√𝜆)阶的结果。它由初态波函数、𝐻′
3 中

的一项和末态波函数的乘积产生，它们分别是 𝑂(𝜆0)阶、𝑂(√𝜆)阶和 𝑂(𝜆0)阶。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来自初态和末态的 𝑂(√𝜆)阶修正，它们带来的修正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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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阶的（为了产生同阶的修正我们需要使用 𝑂(𝜆0)阶的自由哈密顿量𝐻′
2 来演

化）。

自由哈密顿量使介子量子数守恒，因此这些贡献来自对包含两介子的初态

的量子修正和对包含单介子的末态的量子修正。本章之后的主要计算部分将此

类修正简单地设为了零（即没有考虑这些修正的贡献）。虽然这样的初始条件是

允许的，并且可以强制定义这样的两介子态，但这样做都太不自然，因为它们并

不是与该问题中的任何机制相关的相互作用的哈密顿量的本征态。事实上，如

果 𝑂(√𝜆)阶修正不包含在初态中，那么它们将动态地生成，并随着波包传播而
振荡。然而，这种次领头阶的振荡并不影响波包在远离扭结处不加速的结论，在

我们计算到的阶也不会影响介子倍增的概率。

我们已经在第 2章证明了这一点。在本节中，我们将做出对初态和末态的量
子修正更有物理动机的另一个选择（从真空哈密顿量的角度），并证明它直到我

们关心的阶数，不会影响本章对介子倍增振幅计算的有效性，以及可以直接推广

到第 4章对斯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的振幅计算的有效性，从而为我们
形式上简化了很多的计算提供了坚实的有效性保障。

3.2.2 构建初态

初态是一个单介子波包，它从左侧朝向扭结运动。在扭结的左侧，经典扭结

解 𝑓(𝑥)接近势 𝑉 (√𝜆𝑓(𝑥))的最小值 𝑓𝐿 = 𝑓(−∞)。

3.2.2.1 对构建的概述

在 𝑡 < 0时，介子一直处于左侧真空，并且一直都不会靠近扭结。因此，我
们希望在 𝑡 = 0时刻构造一个初态，使得介子波包是左真空哈密顿量𝐻𝐿 （而不

是全扭结哈密顿量𝐻′）的本征态的近单色叠加

𝐻𝐿 = 𝒟†
𝐿𝐻𝒟𝐿, 𝒟𝐿 = Exp [−𝑖 ∫ 𝑑𝑥𝑓𝐿𝜋(𝑥)] . (3-1)

左真空演化算符 𝑒−𝑖𝐻𝐿𝑡 作用于我们从 𝐻𝐿 本征态构造的介子波包的方式是

严格地平移这个介子波包，并不会有加速或者由于寻常的色散导致的形变。由于

两个哈密顿量𝐻𝐿和𝐻′对远离扭结的左侧的介子作用相同，因此在介子靠近扭

结之前，真正的演化算符 𝑒−𝑖𝐻′𝑡同样是通过严格的平移作用于介子波包，并没有

加速或变形。因此，这个构造将为我们的散射问题定义一个合适的单介子单扭结

渐近态。由于这个波包不是扭结哈密顿量的本征态（其会随着时间演化），一旦

介子波包到达扭结处，它就会非平庸地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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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这样的态很简单。在文献 [28]中，任意经典解 𝑓(𝑥)描述的空间中的单
介子哈密顿量本征态被构造出来。虽然在大多数场景，𝑓(𝑥)取在扭结空间中，但
推导实际上适用于任何空间中的任何静态经典解 𝑓(𝑥)。特别地，它同样适用于
左真空解 𝑓(𝑥) = 𝑓𝐿或右真空解 𝑓(𝑥) = 𝑓𝑅。人们可以重复文献 [28]的所有论证，
只需将 𝑓(𝑥)替换为 𝑓𝐿 即可在左真空标架中获得左真空中的单介子态。主动变

换 𝒟𝑓 𝒟†
𝐿 在原点加入了一个扭结，这样就产生了单介子单扭结态（同时它们是

在左真空标架中的态）。然后执行被动变换 𝒟𝐿𝒟†
𝑓 ，被动变换使得态不变，但将

希尔伯特空间的标架从左真空标架更改为扭结标架。将这两个变换放在一起我

们发现，在没有变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将左真空标架中如此构造的单介子

态解释为扭结标架中的单介子单扭结态。当然，前者是左真空标架中演化算符

𝐻𝐿 的本征态，而后者并不是扭结标架演化算符𝐻′ 的本征态，这正是我们可以

得到任意的动力学的原因。

我们构造的𝐻𝐿本征态与𝐻′本征态完全不同。然而，它们可以在 𝑥 ≪ 0处
组装成局域波包，并且只要它们在 𝑥 ≪ 0处保持局域化，它们就会表现为自由
粒子，这是因为在那里，左真空哈密顿量和扭结哈密顿量作用于它们之上是效果

是一样的。实际上，在 𝑥 ≪ 0处，扭结哈密顿量𝐻′和左真空哈密顿量之间的差

异以 𝑚|𝑥|被指数压低。

要使其适合作为初始条件，这种波包需要具有三个特性。首先，它们是使用

无扭结的哈密顿量𝐻𝐿定义的，这正如预期的那样，因为介子波包尚未与扭结发

生相互作用。其次，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那样，在使用扭结哈密顿量𝐻′演

化的过程中，它们在到达扭结之前进行严格的平移传播（速度恒定且无形变）。

最后，在领头阶，它们是来自下面的 3.3节中的波包 (3-19)。在该处，波包 (3-19)
仅在领头阶通过 𝑒−𝑖𝐻′𝑡进行严格平移，而在 𝑂(√𝜆)阶它在演化时发生形变。

3.2.2.2 明确地构造

让我们明确地看一下领头阶修正。任意态 |𝜓⟩都可以用一些系数函数 𝛾𝜓 展

开为

|𝜓⟩ = ∑𝑚𝑛
𝜙𝑚

0 ∫∑
𝑑𝑛𝑘

(2𝜋)𝑛 𝛾𝑚𝑛
𝜓 (𝑘1 ⋯ 𝑘𝑛)|𝑘1 ⋯ 𝑘𝑛⟩0. (3-2)

然后，本章通篇使用的单扭结单介子态 |𝔎⟩中的领头阶项是

𝛾01
𝔎 (𝑘1) = 2𝜋𝛿(𝑘1 − 𝔎). (3-3)

在一般的空间，有许多阶修正。然而在真空空间，正规模为平面波。为简单起

见，让我们考虑一个无反射性扭结，因此这些平面波可以和很左边的连续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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𝔤𝑘(𝑥)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等同，其中 ℬ𝑘是相因子。然后文献 [28]中的所有修正除了下面
两个以外都为零

𝛾02
𝔎 (𝑘1, 𝑘2) =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1ℬ𝑘2ℬ−𝑘1−𝑘22𝜋𝛿(𝑘1 + 𝑘2 − 𝔎)

4𝜔𝔎 (𝜔𝔎 − 𝜔𝑘1 − 𝜔𝑘2)
(3-4)

𝛾04
𝔎 (𝑘1 ⋯ 𝑘4) = −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1ℬ𝑘2ℬ𝑘32𝜋𝛿(𝑘1 + 𝑘2 + 𝑘3)

6 ∑3
𝑗=1 𝜔𝑘𝑗

2𝜋𝛿(𝑘4 − 𝔎).

这些对单介子态的贡献都来自三介子顶点。第一个出现在顶点将一个介子转换

为两个的情况，第二个出现在它产生三个介子而只留下已经存在的介子的情况。

总而言之，我们建议在下面的初态 (3-19)的构造中，将裸 |𝑘1⟩0替换为

|𝑘1⟩𝐿 = |𝑘1⟩0 +
√𝜆𝑉 (3)(√𝜆𝑓𝐿)

4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ℬ𝑘1−𝑘2ℬ𝑘2ℬ−𝑘1|𝑘2, 𝑘1 − 𝑘2⟩0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1−𝑘2

(3-5)

−
√𝜆𝑉 (3)(√𝜆𝑓𝐿)

6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𝑘3|𝑘1, 𝑘2, 𝑘3, −𝑘2 − 𝑘3⟩0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

这些是 𝑂(√𝜆)阶修正，它们是唯一与本章中处理的 𝑂(√𝜆)阶振幅相关的修正。
在更高阶上，修正可以同样地像文献 [28]中那样导出，其中 𝑓(𝑥)替换为 𝑓𝐿。

3.2.3 初态的早期演化

我们已经提出了初态

|Φ⟩𝐿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𝑘1⟩𝐿. (3-6)

我们认为，在离碰撞时刻相当长的时间之前，这个形式的初态，与后面的 (3-19)
不同，是在全扭结哈密顿量下以一个恒定速度简单平移的演化，因此它适用对本

章及第 4章的过程作一个传统的散射解释。现在让我们证明情况确实如此。

为简洁起见，我们将忽略态的四介子部分，因为它可以通过在 𝐻𝐼 中包

含 𝐻3 中的项和三个 𝐵‡ 算符来与双介子部分同样地处理。现在我们想要找到

𝑒−𝑖𝐻′𝑡|Φ⟩𝐿 中的 𝑂(√𝜆)阶贡献。其中大部分贡献将在式 (3-27)中得到。和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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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相比，唯一的额外项来自对态的双介子修正的自由演化

𝑒−𝑖𝐻free𝑡 (|Φ⟩𝐿 − |Φ⟩0)

= 𝑒−𝑖𝐻f ree𝑡
∫

𝑑2𝑘
(2𝜋)2 𝛼𝑘1

√𝜆𝑉 (3)(√𝜆𝑓𝐿)
4𝜔𝑘1

ℬ𝑘1−𝑘2ℬ𝑘2ℬ−𝑘1|𝑘2, 𝑘1 − 𝑘2⟩0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1−𝑘2

=
√𝜆𝑉 (3)(√𝜆𝑓𝐿)

4 ∫
𝑑2𝑘

(2𝜋)2

𝛼𝑘1

𝜔𝑘1

𝑒−𝑖𝑡(𝜔𝑘2+𝜔𝑘1−𝑘2 )ℬ𝑘1−𝑘2ℬ𝑘2ℬ−𝑘1|𝑘2, 𝑘1 − 𝑘2⟩0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1−𝑘2

.

(3-7)

这一项可以被写为

|Φ(𝑡)⟩𝐿 = 𝑒−𝑖𝐻′𝑡|Φ⟩𝐿 ⊃ 𝑒−𝑖𝐻free𝑡 (|Φ⟩𝐿 − |Φ⟩0) = ∫
𝑑𝑘1
2𝜋 𝑒−𝑖𝜔𝑘1 𝑡𝛼𝑘1 (|𝑘1⟩𝐿 − |𝑘1⟩0)

+
√𝜆𝑉 (3)(√𝜆𝑓𝐿)

4 ∫
𝑑2𝑘

(2𝜋)2

𝛼𝑘1

𝜔𝑘1

(𝑒−𝑖𝑡(𝜔𝑘2+𝜔𝑘1−𝑘2 ) − 𝑒−𝑖𝜔𝑘1 𝑡
) ℬ𝑘1−𝑘2ℬ𝑘2ℬ−𝑘1|𝑘2, 𝑘1 − 𝑘2⟩0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1−𝑘2

.

(3-8)

右边的第一项对应于无形变的刚性运动，来看第二项。要获得全演化 |Φ(𝑡)⟩𝐿，还

需要加上后文中式 (3-27)中的贡献。将 (3-8)的第二行修正加到 (3-27)上，发现
(3-27)以如下替换被修改

𝑉𝑘1𝑘2𝑘3 → 𝑉𝑘1𝑘2𝑘3 − 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1ℬ𝑘2ℬ𝑘32𝜋𝛿(𝑘1 + 𝑘2 + 𝑘3). (3-9)

三介子相互作用 𝑉𝑘1𝑘2𝑘3 中的这种替换精确消除了左真空中在此阶存在的唯一相

互作用对演化的贡献——动量守恒的三介子顶点。

我们将在第 3.3.2节中论述，除了 𝑉−𝑘1𝑘2𝑘3 中的 𝛿(−𝑘1 + 𝑘2 + 𝑘3)项，在介子
到达扭结之前振幅不会演化。我们将会发现 𝑘1 = 𝑘2 + 𝑘3处 (3-27)的明显演化被
更高阶修正 (3-5)的演化 (3-7)抵消到初始条件 (3-6)。只有 (3-8)中的第一行没
有被 (3-27)抵消。因此，当具体到在 𝑥 ≪ 0处有支撑的波函数时，修正后的态
|𝑘1⟩在全扭结哈密顿演化算符 𝑒−𝑖𝐻′𝑡下演化为 𝑒−𝑖𝜔𝑘1 𝑡|𝑘1⟩，这和我们之前认为的
一样。

这与我们上面提出的物理图像相一致。事实上，在 𝑥0 ≪ 0处，单介子到双
介子的过程只能发生在 𝑘1 + 𝑘2 + 𝑘3 = 0，因为扭结太远而无法与介子交换动量。
因此介子系统本身在早期有着守恒的动量。

我们看到我们的初始波包 |Φ⟩𝐿 在遥远的过去有着明确的定义和恒定的动

量，并且在介子波包到达扭结之前（包括其领头阶量子修正）保持不变。每个 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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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简单的相位旋转 (3-8)与第 3.3.2节中的动量中心为 𝑘0 的波包的刚性运动相

对应（相差一个寻常的传播效应）。特别是，尽管扭结的存在即使在无穷大的距

离内也会影响介子的自相互作用，但这些相互作用是平移不变的。事实上，它们

是在真空空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不会有远距离加速度，这意味着使用通常的散

射矩阵是不被明确定义的 [65, 66]。在这种情况下，扭结可能会影响远处的介子，
导致记忆效应 [67]，特别是态中的远距离信息 [68, 69]。

3.2.4 末态修正

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证了，我们将用来在式 (3-19) 中构建初始波包的单介子
态 |𝑘1⟩0 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在介子到达扭结之前会产生 𝑂(√𝜆)阶量子修
正。我们也找到了对初态进行量子修正的方法，以使得它在到达扭结之前不受干

扰。我们将量子修正后的初态称为 |𝑘1⟩𝐿。

概率由初始条件、哈密顿量和触发探测器的末态（末态由投影算符投影过

去）决定。我们已经考虑了对前两个的量子修正。在本小节中，我们将考虑对

投影算符进行量子修正。我们将表明在第 3.3节中简单地考虑了未修正的投影算
符 (3-60)和其他的简化近似结合起来可以给出同阶的正确结果。更一般地，如果
|𝛼⟩是希尔伯特空间子空间的正交基，则当投影算符

𝒫 = ∫ 𝑑𝛼|𝛼⟩⟨𝛼| (3-10)

夹在态和自身之间时，产生该态在由态 |𝛼⟩张成的子空间中的概率。

这里 𝛼是可以触发探测器的末态的基 |𝛼⟩的抽象指标。这些态需要满足什么
性质？原则上，任何选择都对应于某个探测器，因此会产生明确定义的概率。然

而，我们将通过对这些末态 |𝛼⟩施加三个条件来定义介子倍增。首先，在领头阶
它们应该由两介子态 |𝑘2𝑘3⟩0 组成。其次，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投影算

符的行为应当独立于时间。在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态由位于扭结左侧或右

侧的波包描述。因此，投影算符应当由扭结两侧的与时间无关的态构成。换句话

说，这些态应当是扭结每一侧真空空间的哈密顿量的两介子态。这些哈密顿量是

用 (3-1)定义的𝐻𝐿，以及用同样方式定义但在定义中把 𝑓𝐿替换为 𝑓𝑅的𝐻𝑅。

但是，态 |𝛼⟩如何由两个不同的、非对易的哈密顿量𝐻𝐿和𝐻𝑅的本征态构

成？人们可以用局域波包态的基构建投影算符，这些局域波包态在扭结的左侧和

右侧分别是左右真空哈密顿量的本征态 |𝑘1𝑘2⟩𝐿和 |𝑘1𝑘2⟩𝑅的叠加。

最后，我们要求在实验开始时观察到双介子末态的概率必须等于 0。因此，
我们需要选择量子修正使得投影算符湮灭我们的初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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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完全固定投影算符，也没有固定 |𝛼⟩态。然而，由于我们只想找到
|𝛼⟩中的 𝑂(√𝜆)阶部分，我们对矩阵元 ⟨𝛼|𝑒−𝑖𝐻′𝑡|𝑘1⟩𝐿 的 𝑂(√𝜆)阶部分感兴趣，
我们只需要考虑与 |𝑘1⟩𝐿 的 𝑂(𝜆0)阶的内积部分，即 |𝑘1⟩0 。一般来说，需要注

意此类论证中零模的贡献，但在第 2章中，我们找到了此类内积的精确公式，并
且在那里我们表明虽然对这种朴素计算的修正是非零的，但修正被 𝑂(√𝜆)阶的
幂压低（尽管它们混合了介子数相差 1 的空间）。因此，这些修正将不会影响
𝑂(√𝜆)阶的振幅。

对于位于 𝑥 ≪ 0的波包，在式 (3-5)中，我们要求对 |𝑘1⟩𝐿 的领头阶修正具

有一个特定形式。让我们定义另一组态 |𝑘1⟩𝑅，它们具有类似的修正，但这次是

对应于右侧的真空，其中 𝑓𝑅 = 𝑓(∞)

|𝑘1⟩𝑅 = |𝑘1⟩0 +
√𝜆𝑉 (3)(√𝜆𝑓𝑅)

4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𝒟𝑘1−𝑘2𝒟𝑘2𝒟−𝑘1|𝑘2, 𝑘1 − 𝑘2⟩0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1−𝑘2

(3-11)

−
√𝜆𝑉 (3)(√𝜆𝑓𝑅)

6 ∫
𝑑𝑘2
2𝜋 ∫

𝑑𝑘3
2𝜋

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𝑘1, 𝑘2, 𝑘3, −𝑘2 − 𝑘3⟩0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

这里 𝒟𝑘是一个相位，它使得在 𝑥 ≫ 0，𝔤𝑘(𝑥) =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分别与扭结的左侧和右侧相关的修正 |𝑘1⟩𝐿 − |𝑘1⟩0和修正 |𝑘1⟩𝑅 − |𝑘1⟩0，与

|𝑘2𝑘3⟩0的内积分别是

0⟨𝑘2𝑘3| (|𝑘1⟩𝐿 − |𝑘1⟩0)
0⟨0|0⟩0

=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𝑘32𝜋𝛿(𝑘2 + 𝑘3 − 𝑘1)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0⟨𝑘2𝑘3| (|𝑘1⟩𝑅 − |𝑘1⟩0)
0⟨0|0⟩0

=
√𝜆𝑉 (3)(√𝜆𝑓𝑅)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2𝜋𝛿(𝑘2 + 𝑘3 − 𝑘1)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

(3-12)

要抵消它们，需要在 |𝑘2𝑘3⟩0的修正中包括

|𝑘2𝑘3⟩𝐿 = |𝑘2𝑘3⟩0 +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𝑘2 + 𝑘3⟩0 (3-13)

|𝑘2𝑘3⟩𝑅 = |𝑘2𝑘3⟩0 +
√𝜆𝑉 (3)(√𝜆𝑓𝑅)𝒟−𝑘2𝒟−𝑘3𝒟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𝑘2 + 𝑘3⟩0

其中我们使用了性质 ℬ∗
𝑘 = ℬ−𝑘 和 𝒟∗

𝑘 = 𝒟−𝑘。在 𝑛-介子福克空间中对其它项的
修正也是允许的，但以上是在这一阶仅有的非零的与 |𝑘1⟩0的内积修正，因此是

仅有的对末态修正有贡献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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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投影算符 𝒫 不是通过对所有 |𝑘2𝑘3⟩𝐿𝐿⟨𝑘2𝑘3|和 |𝑘2𝑘3⟩𝑅𝑅⟨𝑘2𝑘3|求和
而构造，而是以一组局域波包基构造的，当局域在 𝑥 ≪ 0时，由 |𝑘2𝑘3⟩𝐿 构造，

当局域在 𝑥 ≫ 0时，由 |𝑘2𝑘3⟩𝑅构造。我们没有必要包括位于扭结附近的介子波

包的态，因为这些态永远不会出现在渐近的过去或未来。实际操作中，这些具有

局域态的两介子态的内积可以通过简单地插入 |𝑘2𝑘3⟩𝐿 或 |𝑘2𝑘3⟩𝑅 的公式 (3-13)
来获得（取决于态的局域化的位置），其不精确程度被指数压低。

3.2.5 对振幅的修正

在第 3.3节中我们将要计算振幅

0⟨𝑘2𝑘3|𝑒−𝑖𝐻′𝑡|𝑘1⟩0

0⟨0|0⟩0
. (3-14)

我们现在对出现在

𝐿⟨𝑘2𝑘3|𝑒−𝑖𝐻f ree𝑡|𝑘1⟩𝐿

0⟨0|0⟩0
and R⟨k2k3|e−iHf reet|k1⟩R

0⟨0|0⟩0
(3-15)

中的修正感兴趣。在时刻 𝑡的概率的初态和末态修正是根据位于位置 𝑥0 +𝑘0𝑡/𝜔𝑘0

附近的波包的矩阵元计算的。因此，(3-15)中的第一项和较早时刻 𝑡 ≪ −𝑥0𝜔𝑘0/𝑘0

相关，而第二项和较晚时刻 𝑡 ≫ −𝑥0𝜔𝑘0/𝑘0相关。

将以上结果组合起来，对 (3-15) 中第一个表达式的相应初态和末态的修正
分别为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2ℬ𝑘3ℬ−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0⟨𝑘2 + 𝑘3|𝑒−𝑖𝐻f ree𝑡|𝑘1⟩0

=
√𝜆𝑉 (3)(√𝜆𝑓𝐿)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ℬ𝑘2ℬ𝑘3ℬ−𝑘12𝜋𝛿(𝑘2 + 𝑘3 − 𝑘1)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0⟨𝑘2𝑘3|𝑒(−𝑖𝐻free𝑡) √𝜆𝑉 (3)(√𝜆𝑓𝐿)ℬ𝑘1−𝑘′ℬ𝑘′ℬ−𝑘1

4𝜔𝑘1
∫

𝑑𝑘′

2𝜋
|𝑘′, 𝑘1 − 𝑘′⟩0

𝜔𝑘1 − 𝜔𝑘′ − 𝜔𝑘1−𝑘′

= −
√𝜆𝑉 (3)(√𝜆𝑓𝐿)𝑒(−𝑖𝜔𝑘2+𝑘3 𝑡)ℬ𝑘2ℬ𝑘3ℬ−𝑘12𝜋𝛿(𝑘2 + 𝑘3 − 𝑘1)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2+𝑘3) .

(3-16)

人们可能会观察到这两个修正恰好抵消，因此碰撞前的介子倍增概率不受初态

和末态修正的影响。对于 (3-15)中的第二项，使用在扭结右侧有效的矩阵元进行
类似的计算，因此碰撞后的介子倍增概率也不受初态和末态修正的影响。粗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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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已经证明 (3-15)和 (3-14)在 𝑂(√𝜆)阶上是相等的。我们得出结论，下
文使用的绝热近似 (3-19)在领头阶可以导出正确的介子倍增振幅。

这个结果是显然的。远离扭结处，介子之间保持动量和能量守恒，因此介子

倍增在运动学上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初态和末态修正分别在介子与扭结相互

作用之前或之后，分别由介子倍增和介子融合产生。因此我们将在本章的后续

部分以及第 4章直接使用初末态的领头阶以及朴素的内积（出现分子和分母上
的内积的无穷大相互抵消），本节以及第 2章的论述表明了在我们所关心的领头
阶，后续计算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而考虑更高阶修正时，则不可以使用后续的

简化计算方法）。

3.3 介子倍增

3.3.1 高斯波包

我们的初始条件是以 𝑥0为中心的介子波包

Φ(𝑥) = Exp
[

−(𝑥 − 𝑥0)
2

4𝜎2 + 𝑖𝑥𝑘0]
, 𝑥0 ≪ − 1

𝑚, 1
𝑘0

, 1
𝑚 ≪ 𝜎 ≪ |𝑥0| . (3-17)

对 𝑥0和 |𝑥0|范围的限定确保了起始于 𝑥 = 𝑥0的初始波包不会与以 𝑥 = 0为中心
的扭结重叠。𝜎的下限确保介子的动量在峰值足够大，以使所有分量都向扭结移
动，并且我们可以近似认为波包是单色的。

经过傅里叶变换后，波包的演化会更简单

Φ(𝑥)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𝔤∗

𝑘(𝑥), 𝛼𝑘 = ∫ 𝑑𝑥Φ(𝑥)𝔤𝑘(𝑥). (3-18)

这种变换与平面波无关（平面波是真空空间中自由运动方程的解），而是与正规

模有关，它们是单扭结空间中的解。形模和零模不需要包含在该变换中，因为它

们在 |𝑥|处是 𝑂(1/𝑚)阶，在那里 Φ(𝑥)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初始的单扭结单介子态 |Φ⟩0 可以在扭结标架中根据自由扭结基态 |0⟩0 构造

为

|Φ⟩0 = ∫ 𝑑𝑥Φ(𝑥) |𝑥⟩0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 |𝑘⟩0 , |𝑘⟩0 = 𝐵‡

𝑘|0⟩0, |𝑥⟩0 =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𝑥) |𝑘⟩0 .

(3-19)

(3-19)是我们对初态的一种选择。在本节中，我们的策略将是简单地假设这
个初始条件并计算末态在希尔伯特空间的某个类似任意定义的子空间中的概率，

这是有良好定义的。然而，初态和末态的选择也可能与介子倍增的概率有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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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对这些初态和末态的量子修正和我们将要计算的振幅同阶的情况下。这就

是我们为何首先在第 3.2节中讨论了初态和末态修正，并论证了在这里的我们对
初态和末态的选择在我们所计算到的阶并不会影响结果。

3.3.2 时间演化

扭结标架中的相互作用由式 (1-7)中的哈密顿项给出。不同的哈密顿项对应
着不同的√𝜆的幂级数。在 𝑂(𝜆0)阶，只有𝐻f ree对演化有贡献

|Φ(𝑡)⟩0|𝑂(𝜆0) = 𝑒−𝑖𝐻f ree𝑡 |Φ⟩0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 |𝑘⟩0 = ∫ 𝑑𝑥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𝔤−𝑘(𝑥)|𝑥⟩0.

(3-20)
其中系数

Φ(𝑥, 𝑡)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𝑒−𝑖𝜔𝑘 𝑡𝔤−𝑘(𝑥) = ∫ 𝑑𝑦Φ(𝑦)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𝑦)𝑒−𝑖𝜔𝑘 𝑡𝔤−𝑘(𝑥) (3-21)

在这一阶是介子波包的构型，我们可以用传播子 𝐺来表示它

Φ(𝑥, 𝑡) = ∫ 𝑑𝑦Φ(𝑦)𝐺(𝑥, 𝑦, 𝑡), 𝐺(𝑥, 𝑦, 𝑡) = ∫
𝑑𝑘
2𝜋 𝔤𝑘(𝑦)𝑒−𝑖𝜔𝑘 𝑡𝔤−𝑘(𝑥). (3-22)

为明确起见，我们来考虑一个无反射性的扭结。然后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在 𝑥 ≪
−1/𝑚处

𝛼𝑘𝔤−𝑘(𝑥) = 2𝜎√𝜋𝑒−𝜎2(𝑘−𝑘0)
2
𝑒𝑖𝑘0𝑥+𝑖(𝑘−𝑘0)(𝑥−𝑥0). (3-23)

使用 𝜔𝑘 在 𝑘 ∼ 𝑘0处的线性展开（见式 (3-38)），我们得到

Φ(𝑥, 𝑡) = 2𝜎√𝜋𝑒𝑖𝑘0𝑥−𝑖𝜔𝑘0 𝑡
∫

𝑑𝑘
2𝜋 𝑒

−𝑖(𝑘−𝑘0) 𝑘0𝑡
𝜔𝑘0 𝑒−𝜎2(𝑘−𝑘0)

2
𝑒𝑖(𝑘−𝑘0)(𝑥−𝑥0)

= 𝑒𝑖𝑘0𝑥−𝑖𝜔𝑘0 𝑡Exp
⎡⎢⎢⎣
− 1

4𝜎2 (
𝑥 − 𝑥0 − 𝑘0𝑡

𝜔𝑘0 )

2⎤⎥⎥⎦
. (3-24)

由此我们看出 𝑥0 + 𝑘0𝑡/𝜔𝑘0 是 𝑡时刻局域波包的领头阶部分的位置。特别地，
在接近扭结之前，介子波包以 𝑘0/𝜔𝑘0 的恒定速度移动，并不会加速。

在下一阶 𝑂(√𝜆)中，唯一对介子倍增有贡献的项是 a

𝐻𝐼 = √𝜆
4 ∫

𝑑𝑘1
2𝜋

𝑑𝑘2
2𝜋

𝑑𝑘3
2𝜋 𝑉−𝑘1𝑘2𝑘3

1
𝜔𝑘1

𝐵‡
𝑘2

𝐵‡
𝑘3

𝐵𝑘1 (3-25)

𝑉−𝑘1𝑘2𝑘3 = ∫ 𝑑𝑥𝑉 (3)(√𝜆𝑓(𝑥))𝔤−𝑘1(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3(𝑥).

a在这里，我们根据 (1-7)和 (1-11)中的定义交换了 𝑘和 𝑥积分的顺序。这些积分实际上并不是可交换的，
因此 𝑉−𝑘1𝑘2𝑘3

看似是不可积函数的积分。我们需要记住，要使这个积分有意义，首先需要对 𝑘积分。而事实
证明，这等效于首先使用将在式 (3-75)中定义的积分主值来对 𝑥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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𝐻𝐼 将单介子态转换为双介子态

𝐻𝐼 |𝑘1⟩0 = √𝜆
4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𝑑𝑘3
2𝜋 𝑉−𝑘1𝑘2𝑘3 |𝑘2𝑘3⟩0 . (3-26)

在 𝑡时刻，在 𝑂(√𝜆)阶，波包演化为

|Φ(𝑡)⟩0

= 𝑒−𝑖(𝐻free +𝐻𝐼 )𝑡|𝑂(√𝜆) |Φ⟩0

=
∞

∑
𝑛=1

(−𝑖𝑡)𝑛

𝑛! (𝐻free + 𝐻𝐼)
𝑛 |𝑂(√𝜆) |Φ⟩0 =

∞

∑
𝑛=1

(−𝑖𝑡)𝑛

𝑛!

𝑛−1

∑
𝑚=0

𝐻𝑚
free 𝐻𝐼𝐻𝑛−𝑚−1

free |Φ⟩0

= ∫
𝑑𝑘1
2𝜋

𝑑𝑘2
2𝜋

𝑑𝑘3
2𝜋

√𝜆
4 𝛼𝑘1𝑉−𝑘1𝑘2𝑘3

∞

∑
𝑛=1

(−𝑖𝑡)𝑛

𝑛!

𝑛−1

∑
𝑚=0

(𝜔𝑘2 + 𝜔𝑘3)
𝑚

𝜔𝑛−𝑚−2
𝑘1 |𝑘2𝑘3⟩0

= −𝑖√𝜆
4 ∫

𝑑𝑘1
2𝜋

𝑑𝑘2
2𝜋

𝑑𝑘3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𝑉−𝑘1𝑘2𝑘3Exp [−𝑖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2 𝑡]
sin(

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2 𝑡)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2
|𝑘2𝑘3⟩0 .

(3-27)

这里我们丢掉了 𝑂(𝜆0)项，因为它对之后的矩阵元没有贡献。

我们可以通过下式定义对应于单扭结双介子态 (1-17)的狄拉克左矢

0⟨𝑘2𝑘3| = (𝐵‡
𝑘2

𝐵‡
𝑘3

|0⟩0)
†

= 0⟨0|
𝐵𝑘2

2𝜔𝑘2

𝐵𝑘3

2𝜔𝑘3

. (3-28)

这导致了如下归一化b

0⟨𝑘2𝑘3|𝑘′
2𝑘′

3⟩0 = 0⟨0|0⟩0
4𝜔𝑘2𝜔𝑘3

(2𝜋𝛿 (𝑘′
2 − 𝑘2) 2𝜋𝛿 (𝑘′

3 − 𝑘3) + 2𝜋𝛿 (𝑘′
2 − 𝑘3) 2𝜋𝛿 (𝑘′

3 − 𝑘2)) .

(3-29)
然后我们得到计算非归一化介子倍增振幅的主要公式

0⟨𝑘2𝑘3|Φ(𝑡)⟩0

0⟨0|0⟩0
= − 𝑖√𝜆

8𝜔𝑘2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𝑉−𝑘1𝑘2𝑘3Exp [−𝑖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

2 𝑡]
sin(

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2 𝑡)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2
.

(3-30)
b矩阵元 0⟨𝑘2𝑘3|𝑘′

2𝑘′
3⟩0 和 0⟨0|0⟩0 都是无限的，但只有它们的比值会出现在介子倍增的概率上。我们已经

表明了，在领头阶，该比值与式 (3-29)中的朴素计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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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有限时间演化的振幅

把振幅写成

0⟨𝑘2𝑘3|Φ(𝑡)⟩0 = √𝜆
8𝜔𝑘2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𝑉−𝑘1𝑘2𝑘3
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 )𝑡 − 𝑒−𝑖𝜔𝑘1 𝑡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0⟨0|0⟩0. (3-31)

我们可以不去管总的相因子和常数

𝐴𝑘2𝑘3(𝑡) = 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 )𝑡

0⟨0|0⟩0
0⟨𝑘2𝑘3|Φ(𝑡)⟩0 = √𝜆

8𝜔𝑘2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𝑉−𝑘1𝑘2𝑘3
1 − 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𝑡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

(3-32)
在 𝑡 = 0时刻，式 (3-30)分子中的正弦项为零，矩阵元也随之为零。对时间取导
数我们得到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 √𝜆
8𝜔𝑘2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𝑉−𝑘1𝑘2𝑘3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𝑡. (3-33)

这可以通过一些良好的近似来简化。

3.3.3.1 无反射性扭结

首先，由于 |𝑥0| ≫ 𝜎 和 |𝑥0| ≫ 1/𝑚，𝛼𝑘1 中的高斯因子位于大 |𝑥|区域。我
们首先考虑无反射性扭结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𝔤𝑘(𝑥) =
⎧⎪
⎨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3-34)

|ℬ𝑘|2 = |𝒟𝑘|2 = 1, ℬ∗
𝑘 = ℬ−𝑘, 𝒟∗

𝑘 = 𝒟−𝑘

其中相位 ℬ𝑘和 𝒟𝑘在 𝑘空间中以 𝑂(𝑚)阶尺度变化

𝜕𝑘ℬ𝑘
ℬ𝑘

∼ 𝜕𝑘𝒟𝑘
𝒟𝑘

∼ 𝑂 (
1
𝑚) . (3-35)

由于 𝑥0 ≪ −1/𝑚，这个近似导致

𝛼𝑘1 = 2𝜎√𝜋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3-36)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 𝑡 ≫ 1/𝑚 。我们并不会假设介子到达扭结的时间足够
长。因此，通过这种近似，该过程将大致在壳，因此 𝜔𝑘1 可以替换为 𝜔𝑘2 + 𝜔𝑘3。

我们需要小心地处理这一点，因为在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这一阶的项已经在不同的地

方用到了。每个表达式都应当被视为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的幂展开。然而，这个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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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可靠地在式 (3-33)的分母中的 𝜔𝑘1 上完成，因为这一项对于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是零阶的。

使用这两个近似，我们得到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2𝜎√𝜋 √𝜆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 𝑑𝑦𝑉 (3)(√𝜆𝑓(𝑦))𝔤−𝑘1(𝑦)𝔤𝑘2(𝑦)𝔤𝑘3(𝑦)] 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𝑡. (3-37)

因为 𝜎 ≫ 1/𝑚，𝑘1总是接近于 𝑘0，因此我们可以作如下展开

𝜔𝑘1 = 𝜔𝑘0 + (𝑘1 − 𝑘0)
𝑘0

𝜔𝑘0

, ℬ𝑘1 = ℬ𝑘0 , 𝔤−𝑘1 = 𝔤−𝑘0 . (3-38)

将 (3-38)代入 (3-37)，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2𝜎√𝜋ℬ𝑘0

√𝜆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0 )𝑡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𝑑𝑦𝑉 (3)(√𝜆𝑓(𝑦))𝔤−𝑘0(𝑦)𝔤𝑘2(𝑦)𝔤𝑘3(𝑦)]

× ∫
𝑑𝑘1
2𝜋 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0−𝑘1)(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

= −𝑖ℬ𝑘0

√𝜆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0 )𝑡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Exp
⎡
⎢
⎢
⎣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2

4𝜎2

⎤
⎥
⎥
⎦

𝑉−𝑘0𝑘2𝑘3 . (3-39)

注意，在将 𝑉−𝑘1𝑘2𝑘3 替换为 𝑉−𝑘0𝑘2𝑘3 时，我们假设了 𝑉 对 𝑘1 的依赖性在尺度上

比 1/𝜎 宽很多。如果 𝑉 (3)(𝑔𝑓(𝑥))没有紧支撑，这个假设将在 𝑘1 + 𝑘2 + 𝑘3 = 0附
近失效（因为 𝑉 可能有一个 𝛿 函数项和一个极点）。这些发生在远离质壳的地
方，因此不会反映任何有趣的动力学过程，它们其实是我们的初始条件 (3-19)没
有包括使得介子在远离扭结处严格平移的量子修正导致的，我们已经在第 3.2节
中解释了这一点。

3.3.3.2 反射性扭结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考虑了无反射性扭结（无反射性扭结的例子有 Sine-
Gordon孤子和 𝜙4 扭结）。然而，更一般的扭结是具有反射性的，因此正规模具

有以下的渐近形式

𝔤𝑘(𝑥) =
⎧⎪
⎨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 + 𝒞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 ℰ𝑘𝑒𝑖𝑘𝑥 if 𝑥 ≫ 1/𝑚

(3-40)

|ℬ𝑘|2 + |𝒞𝑘|2 = |𝒟𝑘|2 + |ℰ𝑘|2 = 1

ℬ∗
𝑘 = ℬ−𝑘, 𝒞∗

𝑘 = 𝒞−𝑘, 𝒟∗
𝑘 = 𝒟−𝑘, ℰ∗

𝑘 = ℰ−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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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们的初始波包位于 𝑥0 ≪ −1/𝑚处，因此这种近似允许我们简化系数 𝛼𝑘1

𝛼𝑘1 = 2𝜎√𝜋 [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𝒞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3-41)

将其代入 (3-33)我们得到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2𝜎√𝜋 √𝜆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𝑉−𝑘1𝑘2𝑘3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𝑡

× [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𝒞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𝑖(𝑘0+𝑘1)𝑥0] . (3-42)

回想一下，我们已经固定了 𝑘0 > 0所以波包向右朝向扭结移动。在无反射
情况下，这意味着 𝑘1 > 0。现在我们看到有两个高斯因子，第一个位于 𝑘1 ∼ 𝑘0，

而第二个位于 𝑘1 ∼ −𝑘0 。因此，虽然介子的初始运动总是向右，在有反射情况

下，这对应于单介子福克空间中的两个不同区域。

因此，我们需要考虑 𝑘1在 𝑘0和 −𝑘0处展开这两种情况，这会导致相应的频

率展开

𝜔𝑘1 = 𝜔𝑘0 + (±𝑘1 − 𝑘0)
𝑘0

𝜔𝑘0

. (3-43)

将这两个展开代入式 (3-42)，我们得到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2𝜎√𝜋 √𝜆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0 )𝑡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𝑑𝑘1
2𝜋 𝑉−𝑘1𝑘2𝑘3

×
[

ℬ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0−𝑘1)(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
+ 𝒞𝑘1𝑒−𝜎2(𝑘1+𝑘0)

2
𝑒

𝑖(𝑘1+𝑘0)(𝑥0+ 𝑘0
𝜔𝑘0

𝑡)

]

= −𝑖 √𝜆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0 )𝑡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Exp
⎡
⎢
⎢
⎣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2

4𝜎2

⎤
⎥
⎥
⎦

̃𝑉−𝑘0𝑘2𝑘3 , (3-44)

其中我们定义了简写

̃𝑉−𝑘0𝑘2𝑘3 = ℬ𝑘0𝑉−𝑘0𝑘2𝑘3 + 𝒞∗
𝑘0

𝑉𝑘0𝑘2𝑘3 . (3-45)

3.3.3.3 关于有限时间演化的小结

由于高斯因子的存在，振幅的时间导数只有在指数因子

𝑥𝑡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 (3-46)

很小时才是显著的，它发生在时刻

𝑡 ∼ 𝑡1 = −
𝜔𝑘0

𝑘0
𝑥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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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是介子撞上扭结的时刻。

特别地，由于 𝑡 ≥ 0，我们看到这需要 𝑘0 和 𝑥0 具有相反的符号，这当然是

介子朝向扭结移动所必需的。由于 𝐴(0) = 0，我们也能得出在碰撞前，𝑡 ≪ 𝑡1时，

振幅 𝐴(𝑡)为零。

3.3.4 渐近未来的振幅

3.3.4.1 大时间极限

我们对介子已经与扭结发生散射的大时间极限感兴趣。在大 𝑡下，我们可以
对式 (3-44)进行积分，得到

lim
𝑡→∞ 𝐴𝑘2𝑘3(𝑡) = −𝑖

√𝜆 ̃𝑉−𝑘0𝑘2𝑘3

8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 ∫
∞

−∞
𝑑𝑡Exp

⎡
⎢
⎢
⎣
−

(𝑥0 + 𝑘0
𝜔𝑘0

𝑡)2

4𝜎2

⎤
⎥
⎥
⎦

𝑒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0 )𝑡

= −𝑖
√𝜆 ̃𝑉−𝑘0𝑘2𝑘3

4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2 + 𝜔𝑘3)𝜎√𝜋
𝜔𝑘0

𝑘0

×Exp
[

−𝜎2
𝜔2

𝑘0

𝑘2
0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0)
2

− 𝑖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0)
𝜔𝑘0

𝑘0
𝑥0]

.

(3-48)

因此

lim
𝑡→∞

|0⟨𝑘2𝑘3|Φ(𝑡)⟩0|
2

|0⟨0|0⟩0|2 =
𝜋𝜆𝜎2

| ̃𝑉−𝑘0𝑘2𝑘3|
2

16𝜔2
𝑘2

𝜔2
𝑘3

(𝜔𝑘2 + 𝜔𝑘3)2 (
𝜔𝑘0

𝑘0 )
2

Exp
[

−2𝜎2
𝜔2

𝑘0

𝑘2
0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0)
2

]
.

(3-49)

让我们定义在壳初始动量 𝑘𝐼

𝑘𝐼 ≡ √(𝜔𝑘2 + 𝜔𝑘3)
2

− 𝑚2 (3-50)

所以有𝜔𝑘𝐼 = 𝜔𝑘2 +𝜔𝑘3。式 (3-49)中的高斯因子在𝜔𝑘0 ∼ 𝜔𝑘𝐼 有贡献。因此，由于

𝑘0和 𝑘𝐼 都被定义为正数，在 𝑘2 − 𝑘3相空间中对概率贡献最大的区域在 𝑘0 ∼ 𝑘𝐼。

因此我们使用展开

𝑘0 = 𝑘𝐼 + (𝑘0 − 𝑘𝐼 ) (3-51)

并且只保留每个表达式中的领头阶非零项。这导致

lim
𝑡→∞

|0⟨𝑘2𝑘3|Φ(𝑡)⟩0|
2

|0⟨0|0⟩0|2 =
𝜋𝜆𝜎2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16𝜔2
𝑘2

𝜔2
𝑘3

𝑘2
𝐼

Exp
[

−2𝜎2
𝜔2

𝑘𝐼

𝑘2
𝐼

(𝜔𝑘𝐼 − 𝜔𝑘0)
2

]
.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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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式 (3-43)中同样的展开，这进一步简化为

lim
𝑡→∞

|0⟨𝑘2𝑘3|Φ(𝑡)⟩0|
2

|0⟨0|0⟩0|2 =
𝜋𝜆𝜎2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16𝜔2
𝑘2

𝜔2
𝑘3

𝑘2
𝐼

𝑒−2𝜎2(𝑘𝐼 −𝑘0)
2
. (3-53)

3.3.4.2 更快的推导

一种更快的方法是直接取式 (3-30)的 𝑡 → ∞极限，只不过这样我们无法了
解中间时刻的演化。使用等式

lim
𝑡→∞

sin(
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1

2 𝑡)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2
= 2𝜋𝛿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

𝜔𝑘𝐼

𝑘𝐼
(2𝜋𝛿 (𝑘1 − 𝑘𝐼) + 2𝜋𝛿 (𝑘1 + 𝑘𝐼))

(3-54)
振幅可以被简化为

lim
𝑡→∞

0⟨𝑘2𝑘3|Φ(𝑡)⟩0

0⟨0|0⟩0
= − 𝑖√𝜆

8𝜔𝑘2𝜔𝑘3𝑘𝐼
𝑒−𝑖𝜔𝑘𝐼 𝑡

(𝛼𝑘𝐼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𝛼−𝑘𝐼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3-55)

由于 𝑘𝐼 和 𝑘0 都很大且为正，式 (3-41)中和 (𝑘𝐼 + 𝑘0)有关的的高斯项被指数压
低，使得 𝛼𝑘𝐼 中只留下 ℬ𝑘𝐼 项，𝛼−𝑘𝐼 中只留下 𝒞∗

𝑘𝐼
项。把这些都加起来我们得到

lim
𝑡→∞

0⟨𝑘2𝑘3|Φ(𝑡)⟩0

0⟨0|0⟩0
= − 𝑖𝜎√𝜋𝜆

4𝜔𝑘2𝜔𝑘3𝑘𝐼
𝑒𝑖(𝑘0−𝑘𝐼 )𝑥0𝑒−𝑖𝜔𝑘𝐼 𝑡𝑒−𝜎2(𝑘0−𝑘𝐼 )2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3-56)

所得结果和上面较长的推导一致。并且我们再次提醒读者此结果和 (2-136)的领
头阶一致。因此我们证明了本节的简单计算在领头阶是有效的（并可以直接推广

到第 4章的斯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

3.3.5 介子倍增的概率和概率密度

|Φ(𝑡)⟩0（时刻 𝑡的态）在希尔伯特空间的给定子空间中的概率 𝑃 由下式给出

𝑃 = 0⟨Φ(𝑡)|𝒫|Φ(𝑡)⟩0

0⟨Φ(𝑡)|Φ(𝑡)⟩0
(3-57)

其中 𝒫 是投影到该子空间的投影算符。

我们对末态有两个介子的概率 𝑃tot 感兴趣，它对应于投影算符

𝒫tot|𝑘2𝑘3⟩0 = |𝑘2𝑘3⟩0, 𝑘2, 𝑘3 ∈ ℝ. (3-58)

我们还对末态介子具有动量 𝑘2 和 𝑘3 的相应概率密度 𝑃diff (𝑘2, 𝑘3)感兴趣。它和
总概率由下式联系

𝑃tot = 1
2 ∫ 𝑑𝑘2𝑑𝑘3𝑃diff(𝑘2, 𝑘3)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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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2因子是由于 |𝑘2𝑘3⟩和 |𝑘3𝑘2⟩代表相同的态。𝑃diff 由类似于 (3-57)的公
式定义，其中算符 𝒫diff 湮灭所有的 𝑘不等于 𝑘2 和 𝑘3 的态。因为它具有无穷大

的本征值所以它并不是投影算符。这两个方程很容易求解，于是我们得到算符

𝒫diff(𝑘2, 𝑘3) =
𝜔𝑘2𝜔𝑘3

𝜋20⟨0|0⟩0
|𝑘2𝑘3⟩00⟨𝑘2𝑘3|

𝒫tot = 1
0⟨0|0⟩0 ∫ 𝑑𝑘2𝑑𝑘3

𝜔𝑘2𝜔𝑘3

2𝜋2 |𝑘2𝑘3⟩00⟨𝑘2𝑘3|. (3-60)

考虑具有式 (3-41)中 𝛼𝑘1 形式的一般反射性扭结。

0⟨Φ(𝑡)|Φ(𝑡)⟩0 = 0⟨Φ|Φ⟩0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𝛼∗

𝑘1
0⟨0|0⟩0
2𝜔𝑘1

= √2𝜋𝜎 0⟨0|0⟩0
2𝜔𝑘0

, (3-61)

其中我们使用了 𝜔𝑘1 ∼ 𝜔𝑘0 。

在大 𝑡时刻的概率密度是

𝑃diff (𝑘2, 𝑘3) = lim
𝑡→∞

0⟨Φ(𝑡)|𝒫diff(𝑘2, 𝑘3)|Φ(𝑡)⟩0

0⟨Φ(𝑡)|Φ(𝑡)⟩0
= lim

𝑡→∞
√2𝜔𝑘0𝜔𝑘2𝜔𝑘3

𝜋5/2𝜎
|0⟨𝑘2𝑘3|Φ(𝑡)⟩0|

2

|0⟨0|0⟩0|2

=
𝜆𝜎𝜔𝑘0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8√2𝜋3/2𝜔𝑘2𝜔𝑘3𝑘2
𝐼

𝑒−2𝜎2(𝑘𝐼 −𝑘0)
2
. (3-62)

注意，根据定义，连续模的 𝑘是实数，因此该等式仅在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𝑚时成立。对
此进行积分可得出在大 𝑡时刻的介子倍增的总概率

𝑃tot = 1
2 ∫ 𝑑𝑘2𝑑𝑘3𝑃diff (𝑘2, 𝑘3) =

𝜆𝜎𝜔𝑘0

16√2𝜋3/2 ∫ 𝑑𝑘2𝑑𝑘3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𝜔𝑘2𝜔𝑘3𝑘2
𝐼

𝑒−2𝜎2(𝑘𝐼 −𝑘0)
2
.

(3-63)
由于 𝜎 ≫ 1/𝑚，我们可以将高斯项近似为狄拉克 𝛿函数，得到

𝑃diff (𝑘2, 𝑘3) =
𝜆𝜔𝑘𝐼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16𝜋𝜔𝑘2𝜔𝑘3𝑘2
𝐼

𝛿(𝑘𝐼 − 𝑘0) (3-64)

𝑃tot =
𝜆𝜔𝑘0

32𝜋𝑘2
0

∫ 𝑑𝑘2𝑑𝑘3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𝜔𝑘2𝜔𝑘3

𝛿(𝑘𝐼 − 𝑘0)

= 𝜆
32𝜋𝑘0 ∫

√(𝜔𝑘0−𝑚)2−𝑚2

−√(𝜔𝑘0−𝑚)2−𝑚2
𝑑𝑘2

|
̃𝑉−𝑘0,𝑘2,√(𝜔𝑘0−𝜔𝑘2 )2−𝑚2|

2
+ |

̃𝑉−𝑘0,𝑘2,−√(𝜔𝑘0−𝜔𝑘2 )2−𝑚2|
2

𝜔𝑘2√(𝜔𝑘0 − 𝜔𝑘2)2 − 𝑚2
,

其中我们使用了

𝜕𝑘𝐼
𝜕𝑘3

=
𝜔𝑘0𝑘3
𝑘0𝜔𝑘3

=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𝑘2)2 − 𝑚2

𝑘0(𝜔𝑘0 − 𝜔𝑘2) .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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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例子：Sine-Gordon孤子和 𝜙4扭结

3.4.1 Sine-Gordon孤子

在由

𝑉 (√𝜆𝜙(𝑥)) = 𝑚2
(1 − cos(√𝜆𝜙(𝑥)) (3-66)

定义的 Sine-Gordon理论中，𝑉𝑘1𝑘2𝑘3 在文献 [18]中给出

𝑉𝑘1𝑘2𝑘3 = 𝜋𝑖√𝜆
4 sign(𝑘1𝑘2𝑘3)sech (

𝜋(𝑘1 + 𝑘2 + 𝑘3)
2𝑚 ) (3-67)

×
(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𝜔𝑘1 + 𝜔𝑘2 − 𝜔𝑘3)(𝜔𝑘1 + 𝜔𝑘3 − 𝜔𝑘2)(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1)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

.

于是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0. (3-68)

原因是它正比于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𝐼 = 0，然后这导致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0, (3-69)

因为它是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的线性组合 (3-45)。然后通过 (3-62)我们可以得知，对于所有
𝑘2和 𝑘3，微分概率都为零。

这是意料之中的，Sine-Gordon 模型的可积性意味着介子的数目是守恒的，
因此介子倍增不会出现在 𝑆 矩阵中。

3.4.2 𝜙4扭结

3.4.2.1 回顾

考虑 𝜙4双势阱模型，其势为

𝑉 (√𝜆𝜙(𝑥)) = 𝜆𝜙2(𝑥)
4 (√𝜆𝜙(𝑥) − √2𝑚)

2
. (3-70)

为了得到 ̃𝑉−𝑘1𝑘2𝑘3 的表达式，我们需要知道 ℬ𝑘、𝒞𝑘和 𝑉𝑘1𝑘2𝑘3。前两个很容易从

正规模中读出

𝔤𝑘(𝑥) = 𝑒−𝑖𝑘𝑥

𝜔𝑘√𝑘2 + 𝛽2 [𝑘2 − 2𝛽2 + 3𝛽2sech2(𝛽𝑥) − 3𝑖𝛽𝑘tanh(𝛽𝑥)] , 𝛽 = 𝑚
2 .

(3-71)

在 𝑥 ≪ −1/𝛽 处，这变成了一个平面波，其相位是

ℬ𝑘 = 𝑘2 − 2𝛽2 + 3𝑖𝛽𝑘
𝜔𝑘√𝑘2 + 𝛽2

, 𝒞𝑘 = 0.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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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𝜙4扭结是无反射的，乘积 ℬ𝑘𝒞∗
𝑘 为零。

使用式 (3-45)和 |ℬ𝑘| = 1，无反射条件会导致简化

| ̃𝑉−𝑘0𝑘2𝑘3| = |𝑉−𝑘0𝑘2𝑘3| . (3-73)

因此我们只需计算 𝑉𝑘1𝑘2𝑘3。在文献 [25]中，这是根据对 𝑥的积分之和计算的，但
是这些积分没有被计算，因为那篇文献涉及需要对被积函数进行微妙处理的红

外发散。我们将在这里看到类似的红外发散，这是由于对应于介子倍增的三点相

互作用具有非零常数模（即使在远离扭结处）。远离扭结的介子倍增被压低只是

因为相应的矩阵元快速振荡，这导致即使初始动量在非常小的间隔内积分也会

出现相消干涉。

让我们首先回顾文献 [25]中 𝑉𝑘1𝑘2𝑘3 的表达式。首先，势的三阶导数是

𝑉 (3)(√𝜆𝑓(𝑥)) = 6√2𝛽tanh(𝛽𝑥). (3-74)

注意，它的阶数为 𝑂(√𝜆)，正是我们振幅的阶数。另外注意，它在大的 𝑥和 −𝑥
处趋于非零常数。

我们将使用如下等式进行 𝑥-积分

∫ 𝑑𝑥𝑒−𝑖𝑘𝑥sech2𝑛(𝛽𝑥) =
⎧⎪
⎨
⎪⎩

2𝜋𝛿(𝑘) if 𝑛 = 0
𝜋

(2𝑛−1)!𝑘 [∏𝑛−1
𝑗=0 (

𝑘2

𝛽2 + (2𝑗)2
)] csch(

𝜋𝑘
2𝛽 ) if 𝑛 > 0

∫ 𝑑𝑥𝑒−𝑖𝑘𝑥sech2𝑛(𝛽𝑥)tanh(𝛽𝑥) = −𝑖 𝜋
(2𝑛)!𝛽

⎡⎢⎢⎣

𝑛−1

∏
𝑗=0 (

𝑘2

𝛽2 + (2𝑗)2
)

⎤⎥⎥⎦
csch(

𝜋𝑘
2𝛽 ) . (3-75)

注意，在两个积分的 𝑛 = 0情况下，被积函数在 |𝑥|处不会变小。这些公式对应
于计算积分的一种主值方法。我们已经检验过使用这样的主值积分确实是正确

的，由它得到的结果与通过光滑权重函数对 𝑘1 中的一个小区域进行积分所得到

的结果相同。在我们对振幅计算的主要公式 (3-30)中确实存在这种相干积分，它
是初始波包中动量的积分。在本章脚注 a中解释了为何 𝑘积分应当在 𝑥积分之
前执行。

𝑉𝑘1𝑘2𝑘3 由一系列项之和组成，其中每一项都是 sech2𝐼 (𝛽𝑥)tanh𝐽 (𝛽𝑥)的对 𝑥的
积分，其中 𝐼 ∈ {0, 1, 2, 3}，𝐽 ∈ {0, 1}中。𝐼 = 𝐽 = 0的情况产生 𝛿(𝑘)，其中

𝑘 = 𝑘1 + 𝑘2 + 𝑘3. (3-76)

由于 𝜔𝑘𝐼 = 𝜔𝑘2 + 𝜔𝑘3，𝑘不为零，因此该项消失。不过我们将保留这一项，因为
在未来的问题中，我们可能还会用到 𝑉𝑘1𝑘2𝑘3 的表达式。不过我们会把它单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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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因为它不会在树图级别对介子倍增产生贡献。我们进行如下分解

𝑉𝑘1𝑘2𝑘3 = 𝑉 00
𝑘1𝑘2𝑘3

+ ̂𝑉𝑘1𝑘2𝑘3 , 𝑉 00
𝑘1𝑘2𝑘3

= −
9√2𝑖𝛽2𝑘1𝑘2𝑘3 (6𝛽2 + 𝑘2

1 + 𝑘2
2 + 𝑘2

3) 2𝜋𝛿(𝑘)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𝛽2 + 𝑘2
1√𝛽2 + 𝑘2

2√𝛽2 + 𝑘2
3

(3-77)
其中 𝑉 00包含所有 𝛿(𝑘)项，而只有 ̂𝑉 和下面的计算相关。

让我们通过以下方式定义符号 𝑢

̂𝑉𝑘1𝑘2𝑘3 =
6√2𝜋𝛽csch(

𝜋𝑘
2𝛽 )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𝛽2 + 𝑘2
1√𝛽2 + 𝑘2

2√𝛽2 + 𝑘2
3

1

∑
𝐽=0

3

∑
𝐼=1−𝐽

𝑢𝐼𝐽
𝑘1𝑘2𝑘3

, (3-78)

其中求和不包括 𝐼 = 𝐽 = 0，因为那一项在 𝑉 00中。

每个 𝑢𝐼𝐽 被定义为 𝑉𝑘1𝑘2𝑘3 中的一个项，其为 𝑒𝑖𝑥𝑘sech2𝐼 (𝛽𝑥)tanh𝐽 ( 𝑏𝑥)对 𝑥的
积分。我们定义符号 Φ来对这些系数进行总结

𝑢𝐼𝐽
𝑘1𝑘2𝑘3

=
sinh(

𝜋𝑘
2𝛽 )

𝜋 Φ𝐼𝐽
𝑘1𝑘2𝑘3 ∫ 𝑑𝑥𝑒−𝑖𝑥𝑘sech2𝐼 (𝛽𝑥)tanh𝐽 (𝛽𝑥). (3-79)

文献 [25]提供了 Φ的分量

Φ10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𝛽 [16𝛽4𝑆1
1 + 𝛽2 (−5𝑆21

2 − 18𝑆1
3 ) + 𝑆1

3 𝑆1
2 ] (3-80)

Φ20
𝑘1𝑘2𝑘3

= 9𝑖𝛽3 [−7𝛽2𝑆1
1 + 𝑆21

2 + 3𝑆1
3 ] , Φ30

𝑘1𝑘2𝑘3
= 27𝑖𝛽5𝑆1

1

Φ01
𝑘1𝑘2𝑘3

= −8𝛽6 + 𝛽4(18𝑆1
2 + 4𝑆2

1 ) + 𝛽2(−2𝑆2
2 − 9𝑆1

3 𝑆1
1 ) + 𝑆2

3

Φ11
𝑘1𝑘2𝑘3

= 3𝛽2 [12𝛽4 + 𝛽2(−15𝑆1
2 − 4𝑆2

1 ) + (𝑆2
2 + 3𝑆1

3 𝑆1
1 )]

Φ21
𝑘1𝑘2𝑘3

= 9𝛽4 [−6𝛽2 + (3𝑆1
2 + 𝑆2

1 )] , Φ31
𝑘1𝑘2𝑘3

= 27𝛽6

其中我们使用了如下的 𝑘的对称组合

𝑆𝑛
1 = 𝑘𝑛

1 + 𝑘𝑛
2 + 𝑘𝑛

3, 𝑆𝑛
2 = (𝑘1𝑘2)𝑛 + (𝑘1𝑘3)𝑛 + (𝑘2𝑘3)𝑛, 𝑆𝑛

3 = (𝑘1𝑘2𝑘3)𝑛

𝑆𝑚𝑛
2 = 𝑘𝑚

1 𝑘𝑛
2 + 𝑘𝑚

1 𝑘𝑛
3 + 𝑘𝑚

2 𝑘𝑛
3 + 𝑘𝑛

1𝑘𝑚
2 + 𝑘𝑛

1𝑘𝑚
3 + 𝑘𝑛

2𝑘𝑚
3 . (3-81)

3.4.2.2 计算介子倍增的概率密度和总概率

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3-75)对 𝑥进行积分

𝑢𝐼0
𝑘1𝑘2𝑘3

= Φ𝐼0
𝑘1𝑘2𝑘3

1
(2𝐼 − 1)!𝑘

⎡⎢⎢⎣

𝐼−1

∏
𝑗=0 (

𝑘2

𝛽2 + (2𝑗)2
)

⎤⎥⎥⎦
(3-82)

𝑢𝐼1
𝑘1𝑘2𝑘3

= Φ𝐼1
𝑘1𝑘2𝑘3

−𝑖
(2𝐼)!𝛽

⎡⎢⎢⎣

𝐼−1

∏
𝑗=0 (

𝑘2

𝛽2 + (2𝑗)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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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我们发现

𝑢10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𝑘 [16𝛽3𝑆1
1 + 𝛽 (−5𝑆21

2 − 18𝑆1
3 ) + 1

𝛽 𝑆1
3 𝑆1

2 ] (3-83)

𝑢20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𝑘
2 (

𝑘2

𝛽2 + 4) [−7𝛽3𝑆1
1 + 𝛽𝑆21

2 + 3𝛽𝑆1
3 ]

𝑢30
𝑘1𝑘2𝑘3

= 9𝑖𝑘
40 (

𝑘4

𝛽4 + 20𝑘2

𝛽2 + 64) [𝛽3𝑆1
1 ]

𝑢01
𝑘1𝑘2𝑘3

= 𝑖
[

8𝛽5 + 𝛽3(−18𝑆1
2 − 4𝑆2

1 ) + 𝛽1(2𝑆2
2 + 9𝑆1

3 𝑆1
1 ) −

𝑆2
3

𝛽 ]

𝑢11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𝑘2

2 [−12𝛽3 + 𝛽(15𝑆1
2 + 4𝑆2

1 ) + 1
𝛽 (−𝑆2

2 − 3𝑆1
3 𝑆1

1 )]

𝑢21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𝑘2

8 (
𝑘2

𝛽2 + 4) [6𝛽3 + 𝛽(−3𝑆1
2 − 𝑆2

1 )]

𝑢31
𝑘1𝑘2𝑘3

= −3𝑖𝑘2

80 (
𝑘4

𝛽4 + 20𝑘2

𝛽2 + 64) 𝛽3.

对这些分量进行组合，最终我们得到

̂𝑉𝑘1𝑘2𝑘3 =
6√2𝜋csch(

𝜋(𝑘1+𝑘2+𝑘3)
2𝛽 )

𝜔𝑘1𝜔𝑘2𝜔𝑘3√𝛽2 + 𝑘2
1√𝛽2 + 𝑘2

2√𝛽2 + 𝑘2
3

×{8𝑖𝛽6 + 5𝑖𝛽4(𝑘2
1 + 𝑘2

2 + 𝑘2
3) + 2𝑖𝛽2(𝑘2

1𝑘2
2 + 𝑘2

1𝑘2
3 + 𝑘2

2𝑘2
3)

+𝑖 [
3
16(−𝑘6

1 − 𝑘6
2 − 𝑘6

3 + 𝑘4
1𝑘2

2 + 𝑘4
1𝑘2

3 + 𝑘4
2𝑘2

3

+𝑘4
2𝑘2

1 + 𝑘4
3𝑘2

1 + 𝑘4
3𝑘2

2) + 1
8𝑘2

1𝑘2
2𝑘2

3] }. (3-84)

回想一下，介子倍增概率密度 (3-62)和总概率 (3-64)只需要用到特殊情况
𝑘1 = −𝑘𝐼。在这种情况下，系数简化为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
48√2𝜋𝑖𝜔𝑘2𝜔𝑘3𝜔𝑘𝐼 csch(

𝜋(𝑘2+𝑘3−𝑘𝐼 )
𝑚 )

√4𝑘2
2 + 𝑚2√4𝑘2

3 + 𝑚2√4𝑘2
𝐼 + 𝑚2

.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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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整性，我们同时提供 ̃𝑉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ℬ𝑘𝐼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𝒞−𝑘𝐼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𝑘2

𝐼 − 2𝛽2 + 3𝑖𝛽𝑘𝐼

𝜔𝑘𝐼 √𝑘2
𝐼 + 𝛽2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
48√2𝜋𝜔𝑘2𝜔𝑘3 (𝑖 (3𝑚2 − 2𝜔2

𝑘𝐼 ) + 3𝑚𝑘𝐼) csch(
𝜋(𝑘2+𝑘3−𝑘𝐼 )

𝑚 )

√4𝑘2
2 + 𝑚2√4𝑘2

3 + 𝑚2 (4𝑘2
𝐼 + 𝑚2)

,

(3-86)

其中我们用到了 (3-72)和 (3-50)。然而，作为 (3-45)的结果，在树图级别我们只
需要绝对值 | ̃𝑉 |，对于一个无反射性扭结它等于 | ̂𝑉 |，并且在 𝑘1 ∼ −𝑘𝐼 时等于

|𝑉 |。

将式 (3-86)代入式 (3-62)，我们得到介子倍增的概率密度和总概率。我们的
主要结果是以下的概率密度的解析表达式

𝑃diff (𝑘2, 𝑘3) =
288√2𝜋𝜆𝜎𝜔𝑘0𝜔𝑘2𝜔𝑘3𝜔2

𝑘𝐼
csch2

(
𝜋(𝑘2+𝑘3−𝑘𝐼 )

𝑚 )
𝑘2

𝐼 (4𝑘2
2 + 𝑚2)(4𝑘2

3 + 𝑚2)(4𝑘2
𝐼 + 𝑚2)

𝑒−2𝜎2(𝑘𝐼 −𝑘0)
2
. (3-87)

在初始介子的单色极限 𝜎 → ∞下，这即是

𝑃diff (𝑘2, 𝑘3) =
𝜆𝜔𝑘𝐼 | ̃𝑉−𝑘𝐼 𝑘2𝑘3|

2

16𝜋𝜔𝑘2𝜔𝑘3𝑘2
𝐼

𝛿(𝑘𝐼 − 𝑘0) (3-88)

=
288𝜋𝜆𝜔𝑘2𝜔𝑘3𝜔3

𝑘𝐼
csch2

(
𝜋(𝑘2+𝑘3−𝑘𝐼 )

𝑚 )
𝑘2

𝐼 (4𝑘2
2 + 𝑚2)(4𝑘2

3 + 𝑚2)(4𝑘2
𝐼 + 𝑚2)

𝛿(𝑘𝐼 − 𝑘0).

正如预期的那样，它是 𝑂(𝜆)阶的。狄拉克 𝛿 函数要求精确的能量守恒。另一方
面，介子之间的动量守恒由 csch保证。它不是 𝛿 函数，因此动量可以在介子和
扭结之间传递。注意，𝑘2和 𝑘3为实数的条件意味着此等式仅在以下情况下有效

𝑚 ≤ 𝜔𝑘2 , 𝜔𝑘3 ≤ 𝜔𝑘0 − 𝑚.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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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𝑘3进行积分，我们得到对于单个介子动量的概率密度

𝑃diff (𝑘2) = ∫ 𝑑𝑘3𝑃diff (𝑘2, 𝑘3) (3-90)

=
288𝜋𝜆𝜔𝑘2𝜔2

𝑘0
(𝜔𝑘0 − 𝜔𝑘2)2

𝑘0(4𝑘2
2 + 𝑚2)(4(𝜔𝑘0 − 𝜔𝑘2)2 − 3𝑚2)(4𝑘2

0 + 𝑚2)√(𝜔𝑘0 − 𝜔𝑘2)2 − 𝑚2

×
⎡
⎢
⎢
⎣
csch2

⎛
⎜
⎜
⎝

𝜋 (𝑘2 + √(𝜔𝑘0 − 𝜔𝑘2)2 − 𝑚2 − 𝑘0)
𝑚

⎞
⎟
⎟
⎠

+csch2
⎛
⎜
⎜
⎝

𝜋 (𝑘2 − √(𝜔𝑘0 − 𝜔𝑘2)2 − 𝑚2 − 𝑘0)
𝑚

⎞
⎟
⎟
⎠

⎤
⎥
⎥
⎦

.

分母中的最后一项导致阈值 𝑘3 = 0处的极点，其对应于雅可比因子 𝑑𝑘3/𝑑𝑘2 发

散这一事实。在有限的 𝜎处，这个极点被抹掉了。这两个 csch项对应于 𝑘3沿原

始介子方向行进或反弹，csch项中的参数是介子和扭结之间的动量传递。

在相对论极限 𝑘0 ≫ 𝑚中，式 (3-88)变为

𝑃diff (𝑘2, 𝑘3) =
9𝜋𝜆csch2

(
𝜋𝑚

2𝑘2𝑘3𝑘𝐼
(𝑘2

𝐼 − 𝑘2𝑘3))
2𝑘2𝑘3𝑘𝐼

𝛿(𝑘𝐼 − 𝑘0) (3-91)

= 18𝜆𝑘2𝑘3𝑘0

𝜋𝑚2 (𝑘2
0 − 𝑘2𝑘3)

2 𝛿(𝑘2 + 𝑘3 − 𝑘0).

它主要分布在当 𝑘2、𝑘3和 𝑘𝐼 都是 𝑘0阶的情形，因此它与 1/𝑘0成正比。要获得

总概率，需要在 𝑘2 − 𝑘3 平面上积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 𝑘2 + 𝑘3 = 𝑘0 线，其中

𝑘2, 𝑘3 > 0。这条线的长度是 𝑂(𝑘0)阶的，因此在大 𝑘0时总概率渐近到一个常数。

令 𝑘2 = 𝑘0𝑥我们得到在相对论极限下

𝑃tot = 9𝜆
𝜋𝑚2 ∫

1

0
𝑑𝑥 𝑥(1 − 𝑥)

(1 − 𝑥 + 𝑥2)
2 = 𝜆

𝑚2 (
6
𝜋 − 2

√3)
∼ 0.755 𝜆

𝑚2 . (3-92)

3.5 𝜙4扭结的数值结果

在本节中，我们对刚刚得到的 𝜙4双势阱模型的一些解析计算的概率结果进

行相应的数值计算。

在 𝑂(𝜆)阶，概率密度 𝑃diff 和总概率 𝑃tot 与 𝜆成正比，因此在图中我们将它
们除以 𝜆。我们使用参数 𝑚 = 1, 𝜎 = 20。我们已经通过数值验证，只要 𝜎的值满
足 1/𝑚 ≪ 𝜎 ，𝜎的值就不会影响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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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图 3-1开始，绘制概率密度𝑃diff (𝑘2) = ∫ 𝑑𝑘3𝑃diff (𝑘2, 𝑘3)，其中𝑃diff (𝑘2, 𝑘3)
取自式 (3-87)，两个末态介子之一将具有动量 𝑘2。每条曲线右侧的轻微抬升并非

数值伪像。它们是由于，对于固定的 𝑘0，𝑘3积分中的雅可比因子在产生相应介

子的阈值处发散。这导致在极限 𝜎 → ∞中出现一个极点，但在这里这个极点被
初始波包的动量宽度抹掉了。

k0=5

k0=10

k0=15

k0=20

5 10 15 20 25

0.1

0.2

0.3

0.4

0.5

k2

Pdiff(k2)/λ

图 3-1概率密度 𝑃diff (𝑘2)，其中一个末态介子具有动量 𝑘2，图中展示了不同 𝑘0 值的曲线。𝜆
因子已被商去。

Figure 3-1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𝑃diff (𝑘2), that one of the final mesons has momentum 𝑘2,
plotted for various values of 𝑘0. The factor of 𝜆 has been divided out.

接着，在图 3-2中，我们绘制了介子倍增的总概率，它是作为初始介子动量
𝑘0的函数。注意，在大 𝑘0时，概率渐近到式 (3-92)中的值。

最后，在图 3-3中，我们绘制了概率 𝑃𝑛，其中有 𝑛个末态介子具有动量 𝑘 < 0
（𝑛 = 0, 1, 2，且 𝑘 < 0意味着它们向扭结后方移动）。该图表明，在 𝑂(𝜆)阶，即使
是无反射性扭结也会导致一些反射。然而，正如所料，当初始介子的动量 𝑘0 远

大于介子质量 𝑚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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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总介子倍增概率 𝑃tot 作为 𝑘0 的函数，其按 1/𝜆缩放。虚线是式 (3-92)中导出的渐近
值。

Figure 3-2 The total meson multiplication probability 𝑃tot as a function of 𝑘0, rescaled by 1/𝜆.
The dashed line is the asymptotic value derived in Eq.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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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𝑛个出射介子的动量为负的概率 𝑃𝑛。为使它们在图中可见，我们对它们按 1/𝜆以及图
例中给出的其他比例因子缩放。虚线同样是式 (3-92)中的渐近值。

Figure 3-3 The probability𝑃𝑛 that 𝑛 of themomenta of the outgoingmesons are negative. These
are all rescaled by 1/𝜆 and also by other factors, given in the legend, to make them visible
in the plot. The dashed line is again the asymptotic value in Eq.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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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本章小结

在 𝜙4双势阱模型的势的最小值之一展开，我们得到立方的相互作用项。原

则上，这种相互作用允许一个介子倍增成两个介子。然而，这个过程在真空中是

被禁止的，因为不可能同时满足能量和动量守恒。

另一方面，如果出现扭结，情况则会发生变化。在微扰理论的领头阶，介子

仍然不能将能量转移到扭结。然而，如果介子倍增发生在离扭结足够近的地方，

则动量可以转移。这种转移以一个 csch2项出现在概率密度 (3-88)，它强制介子
之间满足近似的动量守恒。

尽管如此，远距离的动量转移使我们的计算复杂化，因为介子倍增可以发生

在任何位置，所有这些位置都需要被积分，朴素地看这将导致发散。我们找到了

三种处理这些发散的方法。首先，初始介子波包动量的相干积分导致大 |𝑥|处的
快速振荡而振幅被抑制。其次，将指数阻尼项添加到振幅，然后在阻尼消失时取

极限同时也消除了发散。最后，本章使用的 tanh的 𝑥积分的主值使得结果有限。
我们已经验证了消除发散的所有三种方法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而只有第一个

在物理上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固有的波包传播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特设的修改。

然而，后两种方法由于其简易性在计算中更容易被实现。

在具有单个介子的扭结散射中，在 𝑂(𝜆)阶概率下只有三个非弹性过程可能
发生。一种是本章处理的介子倍增，还有两种是介子透射或反射时形模的激发和

退激，我们分别称之为斯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这将是第 4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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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反）斯托克斯散射

4.1 引言

1+1 维的标量理论提供了一些最简单的量子场论模型。如果标量场受到简
并势的影响，除了基本的介子激发之外，还会存在非微扰扭结。

这种模型的经典场论已经非常丰富了，人们的大多数注意力集中在扭结-反
扭结散射 [70–73]。人们早就知道 [1]导致不同结果的初始相对速度的范围具有
分数结构的共振窗口。人们曾经认为这是由扭结内部的激发谱引起的。当然，扭

结内部的激发谱有它们的作用 [56, 74, 75]。然而，后来发现 [2, 4]这种窗口甚至
出现在扭结没有内部激发的模型中。因此，很明显扭结与整体动力学的相互作用

很重要 [76]。

这种整体动力学本身就相当丰富。存在谱阱 [77, 78]，在这些谱阱之上，扭
结的内部激发逃逸成为连续型。虽然它们有着显著的经典结果，但在量子理论中

它们相当平滑 [23]。此外，在扭结-反扭结碰撞后，会激发多种模。而最后只有寿
命最长的留下。其中，振子 [79, 80]可以存活相当长的时间。然而，量子理论似
乎又有所不同。在量子理论中，有了新的衰变道，大大缩短了振子的寿命 [62]。

总之，拼图中缺少两片关键部分。首先是对扭结和整体自由度之间相互作用

的系统理解。第二个是理解量子修正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否在经典极限下消

失，或者像振子情况和可能的谱阱情况似乎暗示的那样，从根本上影响物理。

这激发了对量子理论中扭结和基本介子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这种相互作

用比扭结-反扭结相互作用简单得多。然而，关于量子扭结-介子散射的经典文献
主要局限于寻找扭结和介子之间的有效汤川耦合 [43, 44]。

最近，在文献 [17]和文献 [18]中，此类模型的线性化的微扰理论被单圈和
高圈地开发。相比于文献 [15, 16]中传统的集体坐标方法，它极大地简化了单扭
结空间的计算，该空间由具有一个扭结和任意有限数量的介子的态组成。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很快意识到，在领头阶恰好存在三个非弹性散射过程，

这些过程以单个扭结和单个介子开始。第一个是介子倍增，其中介子被扭结吸收

并发射出两个介子。我们在第 3章中对此进行了研究。另外两个是斯托克斯散射
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斯托克斯散射是介子在和基态扭结散射过程中激发扭结的

形模的过程。反斯托克斯散射是介子从激发的扭结中散射出去并退激发其形模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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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们首次对这两个过程进行了处理。我们研究了斯托克斯散射和

反斯托克斯散射的概率作为入射介子动量的函数，并将我们得到的一般性结果

应用到了 𝜙4扭结模型。

4.2 斯托克斯散射

在斯托克斯散射中，一个介子被基态扭结吸收，另一个介子被发射并且一个

形模被激发。初始条件是单介子态

|𝑘1⟩0 = 𝐵‡
𝑘1

|0⟩0 (4-1)

在扭结空间中的叠加

|Φ⟩0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𝑘1⟩0, 𝛼𝑘 = ∫ 𝑑𝑥Φ(𝑥)𝔤𝑘(𝑥) (4-2)

Φ(𝑥) = Exp
[

−(𝑥 − 𝑥0)
2

4𝜎2 + 𝑖𝑥𝑘0]
, 𝑥0 ≪ − 1

𝑚, 1
𝑘0

, 1
𝑚 ≪ 𝜎 ≪ |𝑥0| .

这里介子波包的初始位置是 𝑥 = 𝑥0 ，它在扭结左侧并距其很远，扭结的中心位

于 𝑥 = 0。介子以大约 𝑘0 的动量向右移动。末态由一个介子和一个形模被激发

的扭结组成。它是如下态的叠加

|𝑆𝑘2⟩0 = 𝐵‡
𝑆𝐵‡

𝑘2
|0⟩0. (4-3)

在最低阶 𝑂(√𝜆)阶，扭结哈密顿量中唯一可以在这些态之间产生我们所需
要的贡献的项是

𝐻𝐼 = √𝜆
2 ∫

𝑑𝑘1
2𝜋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

𝜔𝑘1

𝐵‡
𝑆𝐵‡

𝑘2
𝐵𝑘1 (4-4)

𝑉𝑆,𝑘2,−𝑘1 = ∫ 𝑑𝑥𝑉 (3)(√𝜆𝑓(𝑥))𝔤𝑆(𝑥)𝔤𝑘2(𝑥)𝔤−𝑘1(𝑥).

在 𝑂(√𝜆)阶，时间演化算符中对应的项为

𝑒−𝑖𝑡(𝐻′
2 +𝐻𝐼 ) = 𝑒−𝑖𝑡𝐻′

2 − 𝑖 ∫
𝑡

0
𝑑𝑡1𝑒−𝑖(𝑡−𝑡1)𝐻′

2 𝐻𝐼𝑒−𝑖𝑡1𝐻′
2 + 𝑂(𝜆). (4-5)

我们将丢掉第一项，因为它对下面的矩阵元没有贡献。把它作用于单扭结单介子

态，我们得到态的斯托克斯散射

𝑒−𝑖𝐻′𝑡|𝑘1⟩0|𝑂(√𝜆)
= −𝑖√𝜆

2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𝑒− 𝑖𝑡

2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
sin [(

𝜔𝑆+𝜔𝑘2−𝜔𝑘1
2 ) 𝑡]

(𝜔𝑆 + 𝜔𝑘2 − 𝜔𝑘1)/2 |𝑆𝑘2⟩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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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𝑘1 = ±𝑘S
𝐼 时这个过程是在壳的，这里我们定义了

𝜔𝑘S
𝐼

= 𝜔𝑘2 + 𝜔𝑆 , 𝑘S
𝐼 > 0. (4-7)

在大时间极限下，我们可以使用如下等式

lim
𝑡→∞

sin [(
𝜔𝑆+𝜔𝑘2−𝜔𝑘1

2 ) 𝑡]
(𝜔𝑆 + 𝜔𝑘2 − 𝜔𝑘1)/2 = 2𝜋𝛿(𝜔𝑆+𝜔𝑘2−𝜔𝑘1) =

(
𝜔𝑘S

𝐼

𝑘S
𝐼 ) (2𝜋𝛿(𝑘1 − 𝑘S

𝐼 ) + 2𝜋𝛿(𝑘1 + 𝑘S
𝐼 ))

(4-8)
来计算对 𝑘2的积分。将此结果应用到波包 (4-2)中，可以得到在大 𝑡时刻态的斯
托克斯散射部分

𝑒−𝑖𝐻′𝑡|Φ⟩0|𝑂(√𝜆)

= −𝑖√𝜆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2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𝑒− 𝑖𝑡

2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
sin [(

𝜔𝑆+𝜔𝑘2−𝜔𝑘1
2 ) 𝑡]

(𝜔𝑆 + 𝜔𝑘2 − 𝜔𝑘1)/2 |𝑆𝑘2⟩0

= −𝑖√𝜆
2 ∫

𝑑𝑘2
2𝜋

𝑒
−𝑖𝜔𝑘S

𝐼
𝑡

𝑘S
𝐼

(𝛼𝑘S
𝐼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𝛼−𝑘S

𝐼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𝑆𝑘2⟩0. (4-9)

介子波包从远离扭结的地方出发，在那里可以使用正规模的渐近形式

𝔤𝑘(𝑥) =
⎧⎪
⎨
⎪⎩

ℬ𝑘𝑒−𝑖𝑘𝑥 + 𝒞𝑘𝑒𝑖𝑘𝑥 若 𝑥 ≪ −1/𝑚
𝒟𝑘𝑒−𝑖𝑘𝑥 + ℰ𝑘𝑒𝑖𝑘𝑥 若 𝑥 ≫ 1/𝑚

(4-10)

|ℬ𝑘|2 + |𝒞𝑘|2 = |𝒟𝑘|2 + |ℰ𝑘|2 = 1

ℬ∗
𝑘 = ℬ−𝑘, 𝒞∗

𝑘 = 𝒞−𝑘, 𝒟∗
𝑘 = 𝒟−𝑘, ℰ∗

𝑘 = ℰ−𝑘

来计算波包的系数 𝛼𝑘。由于 𝑘S
𝐼 被定义为正数并且 𝑘0 被设定为正数，在式 (4-9)

中只有如下两种情况

𝛼𝑘S
𝐼

= 2𝜎√𝜋 [ℬ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 𝒞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

= 2𝜎√𝜋ℬ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4-11)

和

𝛼−𝑘S
𝐼

= 2𝜎√𝜋 [ℬ∗
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 𝒞∗

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

= 2𝜎√𝜋𝒞∗
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 .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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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代回式 (4-9)，我们得到大 𝑡时刻态的相关部分

𝑒−𝑖𝐻′𝑡|Φ⟩0|𝑂(√𝜆)
= −𝑖𝜎√𝜋𝜆 ∫

𝑑𝑘2
2𝜋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𝑒

−𝑖𝜔𝑘S
𝐼

𝑡

(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𝑘S
𝐼 )

|𝑆𝑘2⟩0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ℬ𝑘S
𝐼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𝒞∗

𝑘S
𝐼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4-13)

注意在无反射性扭结的情况下，𝒞 = 0，因而 | ̃𝑉 | = |𝑉 |。

使用内积

0⟨𝑆𝑘1|𝑆𝑘2⟩0 = 2𝜋𝛿(𝑘1 − 𝑘2)
4𝜔𝑆𝜔𝑘2

0⟨0|0⟩0 (4-14)

我们得到矩阵元

0⟨𝑆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0⟨0|0⟩0
= −𝑖𝜎√𝜋𝜆

4𝜔𝑆𝜔𝑘2𝑘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S

𝐼 )2𝑒
−𝑖𝜔𝑘S

𝐼
𝑡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4-15)

平方之后得到

|
0⟨𝑆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0⟨0|0⟩0 |

2

= 𝜎2𝜋𝜆
16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2
𝑒−2𝜎2(𝑘0−𝑘S

𝐼 )2

= 𝜎𝜋3/2𝜆
16√2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2
𝛿(𝑘S

𝐼 − 𝑘0). (4-16)

最后一个等式在 𝜎 → ∞极限下成立。

为了计算斯托克斯散射概率，我们需要投影算符 𝒫 来投影到具有激发扭结
和单个介子的末态

𝒫 = ∫ 𝑑𝑘2𝒫diff (𝑘2), 𝒫diff (𝑘2) =
4𝜔𝑆𝜔𝑘2

2𝜋
|𝑆𝑘2⟩00⟨𝑆𝑘2|

0⟨0|0⟩0
. (4-17)

使用内积
0⟨𝑘1|𝑘2⟩0

0⟨0|0⟩0
= 2𝜋𝛿(𝑘1 − 𝑘2)

2𝜔𝑘1

(4-18)

我们得到初态的归一化

0⟨Φ|Φ⟩0

0⟨0|0⟩0
= ∫

𝑑2𝑘
(2𝜋)2 𝛼𝑘1𝛼∗

𝑘2
0⟨𝑘2|𝑘1⟩0

0⟨0|0⟩0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2

2𝜔𝑘
= 1

2𝜔𝑘0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2

= 1
2𝜔𝑘0

∫
𝑑𝑘
2𝜋 ∫ 𝑑𝑥 ∫ 𝑑𝑦𝑔𝑘(𝑥)𝑔∗

𝑘(𝑦)Φ(𝑥)Φ∗(𝑦)

= 1
2𝜔𝑘0

∫ 𝑑𝑥|Φ(𝑥)|2 =
𝜎√𝜋

√2𝜔𝑘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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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在第一行的最后一步使用了 𝜔𝑘 ∼ 𝜔𝑘0。

0⟨𝑘1|𝑘2⟩0和 0⟨0|0⟩0都是无限的，所以严格来说前面的表达式没有定义。在

第 2章中，我们描述了如何通过将分子和分母除以平移群来系统地计算此类内
积。扭结标架中平移算符的非对角作用对上述朴素操作进行了修正。然而，这些

修正并不会影响我们在 𝑂(𝜆)阶得到的概率。

最后，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成分组合起来，写出 𝑂(𝜆)阶的斯托克斯散射总
概率

𝑃S = 0⟨Φ|𝑒𝑖𝐻′𝑡𝒫𝑒−𝑖𝐻′𝑡|Φ⟩0

0⟨Φ|Φ⟩0
= ∫

𝑑𝑘2
2𝜋

4𝜔𝑆𝜔𝑘2

0⟨0|0⟩0

|0⟨𝑆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2

0⟨Φ|Φ⟩0/0⟨0|0⟩0

1
0⟨0|0⟩0

= ∫
𝑑𝑘2
2𝜋 4𝜔𝑆𝜔𝑘2

𝜎𝜋3/2𝜆
16√2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2
𝛿(𝑘S

𝐼 − 𝑘0)

(
𝜎√𝜋

√2𝜔𝑘0 )

=
𝜋𝜆𝜔𝑘0

4𝜔𝑆(𝜔𝑘0 − 𝜔𝑆)𝑘2
0

∫
𝑑𝑘2
2𝜋 | ̃𝑉𝑆,𝑘2,−𝑘S

𝐼 |
2

𝛿(𝑘S
𝐼 − 𝑘0)

= 𝜆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2

+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2

8𝜔𝑆𝑘0√(𝜔𝑘0 − 𝜔𝑆)2 − 𝑚2
. (4-20)

我们看到概率是两项的总和。第一个是出射介子与入射介子沿相同方向传播的

概率，第二个则是出射介子与入射介子沿相反方向传播的概率。我们将在下面的

例子中看到，即使在无反射性扭结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种反射。

在初态和末态 (4-2)和 (4-3)中，介子在远离扭结时以恒定速度 𝑘0/𝜔𝑘0 行进。

然而，当用𝐻′
2演化时，这些态的 𝑂(√𝜆)阶量子修正，原则上有可能和态的领头

阶用 𝑒−𝑖𝑡(𝐻′
2 +𝐻𝐼 ) 演化产生同阶的贡献。即便我们的初态和末态 (4-2)和 (4-3)中

不包含这样的 𝑂(√𝜆)阶修正，假如使用 𝑒−𝑖𝑡𝐻′
进行演化，在介子从远处向扭结

运动时，这样的修正也会产生。

正如第 3章中所述，可以对初态和末态包含 𝑂(√𝜆)阶量子修正，使得它们
在远离扭结处移动时不发生形变。这些态不是扭结哈密顿量𝐻′的本征态，而是

左右真空哈密顿量的本征态，它们是通过将关于真空的定义哈密顿量扩展到扭

结的左侧和右侧来定义的。这些量子修正来自远离扭结的三介子顶点。远离扭结

处，介子各自保持动量守恒。结果是，这些过程相当离壳，导致在初态和末态介

子周围形成一团相当离壳的介子云。因此，我们预计这种云不会影响介子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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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斯托克斯散射的渐近概率。第 3章中表明，在介子倍增的情况下，情况确实如
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相同的论证，因为斯托克斯散射只是介子倍增中把其中

一个产生的介子换成束缚态，而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的论证也很类似。因此我们

得出结论，在本章初态和末态修正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4.3 反斯托克斯散射

在反斯托克斯散射中，初始扭结有一个激发的形模，介子波包从远处接近。

因此初态是

|Φ⟩0 =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𝑆𝑘1⟩0 , |𝑆𝑘1⟩0 = 𝐵‡

𝑆𝐵‡
𝑘1

|0⟩0. (4-21)

末态由介子波包和退激扭结组成，故而它处在由 |𝑘2⟩0张成的态空间。

在 𝑂(√𝜆)阶，在这两个态之间进行起作用的唯一项是

𝐻𝐼 = √𝜆
4𝜔𝑆 ∫

𝑑𝑘1
2𝜋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

𝜔𝑘1

𝐵‡
𝑘2

𝐵𝑆𝐵𝑘1 , 𝐻𝐼 |𝑆𝑘1⟩0 = √𝜆
4𝜔𝑆 ∫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

𝜔𝑘1
|𝑘2⟩0 .

(4-22)

在领头阶，有限时间的演化导致

𝑒−𝑖𝐻′𝑡|𝑆𝑘1⟩0|𝑂(√𝜆)
= −𝑖√𝜆

4𝜔𝑆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𝑒− 𝑖𝑡

2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
sin [(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2 ) 𝑡]

(𝜔𝑘1 + 𝜔𝑆 − 𝜔𝑘2)/2 |𝑘2⟩0.

(4-23)

这个过程只有当 𝑘2 = ±𝑘aS
𝐼 时才是在壳的，不同于第 4.2节中斯托克斯散射

的情况，我们现在定义 𝑘aS
𝐼

𝜔𝑘aS
𝐼

= 𝜔𝑘2 − 𝜔𝑆 , 𝑘aS
𝐼 > 0. (4-24)

在大时间极限下，只有在壳的 𝑘2值有贡献

lim
𝑡→∞

sin [(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2 ) 𝑡]
(𝜔𝑘1 + 𝜔𝑆 − 𝜔𝑘2)/2 =

(
𝜔𝑘aS

𝐼

𝑘aS
𝐼 ) (2𝜋𝛿(𝑘1 − 𝑘aS

𝐼 ) + 2𝜋𝛿(𝑘1 + 𝑘aS
𝐼 )) . (4-25)

将此极限代入式 (4-23)并将结果代入到我们的初始波包 (4-21)中，我们得到 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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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态的反斯托克斯散射部分

𝑒−𝑖𝐻′𝑡|Φ⟩0|𝑂(√𝜆)

= −𝑖√𝜆
4𝜔𝑆 ∫

𝑑𝑘1
2𝜋

𝛼𝑘1

𝜔𝑘1
∫

𝑑𝑘2
2𝜋 𝑉𝑆,𝑘2,−𝑘1𝑒− 𝑖𝑡

2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
sin [(

𝜔𝑘1+𝜔𝑆−𝜔𝑘2
2 ) 𝑡]

(𝜔𝑘1 + 𝜔𝑆 − 𝜔𝑘2)/2 |𝑘2⟩0

= −𝑖√𝜆
4𝜔𝑆 ∫

𝑑𝑘2
2𝜋 𝑒−𝑖𝜔𝑘2 𝑡

(
1

𝑘aS
𝐼 ) (𝛼𝑘aS

𝐼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𝛼−𝑘aS

𝐼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𝑘2⟩0

= −𝑖𝜎√𝜋𝜆
2𝜔𝑆 ∫

𝑑𝑘2
2𝜋 𝑒𝑖𝑥0(𝑘0−𝑘a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aS
𝐼 )2𝑒−𝑖𝜔𝑘2 𝑡

(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𝑘aS
𝐼 )

|𝑘2⟩0. (4-26)

于是我们得到如下矩阵元

0⟨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0⟨0|0⟩0
= −𝑖𝜎√𝜋𝜆

4𝜔𝑆𝜔𝑘2𝑘aS
𝐼

𝑒𝑖𝑥0(𝑘0−𝑘aS
𝐼 )𝑒−𝜎2(𝑘0−𝑘aS

𝐼 )2𝑒−𝑖𝜔𝑘2 𝑡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4-27)

在极限 𝜎 → ∞下，初始介子波包是单色的，结果简化为

|
0⟨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0⟨0|0⟩0 |

2

= 𝜎2𝜋𝜆
16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a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2
𝑒−2𝜎2(𝑘0−𝑘aS

𝐼 )2 (4-28)

= 𝜎𝜋3/2𝜆
16√2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a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2
𝛿(𝑘aS

𝐼 − 𝑘0).

我们将要计算末态有一个基态扭结和一个介子的概率。这需要用到投影算

符

𝒫 = ∫ 𝑑𝑘2𝒫diff (𝑘2), 𝒫diff (𝑘2) = 1
2𝜋

2𝜔𝑘2

0⟨0|0⟩0
|𝑘2⟩00⟨𝑘2|. (4-29)

考虑初态的归一化

0⟨Φ|Φ⟩0

0⟨0|0⟩0
= ∫

𝑑2𝑘
(2𝜋)2 𝛼𝑘1𝛼∗

𝑘2
0⟨𝑆𝑘2|𝑆𝑘1⟩0

0⟨0|0⟩0
=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2

4𝜔𝑆𝜔𝑘
= 1

4𝜔𝑆𝜔𝑘0
∫

𝑑𝑘
2𝜋 |𝛼𝑘|2

= 1
4𝜔𝑆𝜔𝑘0

∫
𝑑𝑘
2𝜋 ∫ 𝑑𝑥 ∫ 𝑑𝑦𝑔𝑘(𝑥)𝑔∗

𝑘(𝑦)Φ(𝑥)Φ∗(𝑦)

= 1
4𝜔𝑆𝜔𝑘0

∫ 𝑑𝑥|Φ(𝑥)|2 =
𝜎√𝜋

2√2𝜔𝑆𝜔𝑘0

(4-30)

其中我们在第一行的最后一步再次使用 𝜔𝑘 ∼ 𝜔𝑘0 ，我们发现反斯托克斯散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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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概率为

𝑃aS = 0⟨Φ|𝑒𝑖𝐻′𝑡𝒫𝑒−𝑖𝐻′𝑡|Φ⟩0

0⟨Φ|Φ⟩0
= ∫

𝑑𝑘2
2𝜋

2𝜔𝑘2

0⟨0|0⟩0

|0⟨𝑘2|𝑒−𝑖𝐻′𝑡|Φ⟩0|
2

0⟨Φ|Φ⟩0/0⟨0|0⟩0

1
0⟨0|0⟩0

= ∫
𝑑𝑘2
2𝜋 2𝜔𝑘2

𝜎𝜋3/2𝜆
16√2𝜔2

𝑆𝜔2
𝑘2

𝑘aS
𝐼

2 |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2
𝛿(𝑘aS

𝐼 − 𝑘0)

(
𝜎√𝜋

2√2𝜔𝑆𝜔𝑘0 )

=
𝜋𝜆𝜔𝑘0

4𝜔𝑆(𝜔𝑘0 + 𝜔𝑆)𝑘2
0

∫
𝑑𝑘2
2𝜋 | ̃𝑉𝑆,𝑘2,−𝑘aS

𝐼 |
2

𝛿(𝑘aS
𝐼 − 𝑘0)

= 𝜆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2

+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2

8𝜔𝑆𝑘0√(𝜔𝑘0 + 𝜔𝑆)2 − 𝑚2
. (4-31)

同样地，第一项是出射介子与入射介子沿相同方向传播的概率。

4.4 例子：𝜙4扭结

4.4.1 解析结果

考虑 𝜙4双势阱模型，它由以下的势定义

𝑉 (√𝜆𝜙(𝑥)) = 𝜆𝜙2(𝑥)
4 (√𝜆𝜙(𝑥) − √2𝑚)

2
. (4-32)

它只有一个形模，其频率为

𝜔𝑆 = √3𝛽, 𝛽 = 𝑚
2 . (4-33)

由正规模

𝔤𝑘(𝑥) = 𝑒−𝑖𝑘𝑥

𝜔𝑘√𝑘2 + 𝛽2 [𝑘2 − 2𝛽2 + 3𝛽2sech2(𝛽𝑥) − 3𝑖𝛽𝑘tanh(𝛽𝑥)] (4-34)

𝔤𝑆(𝑥) = √
3𝛽
2 tanh(𝛽𝑥)sech(𝛽𝑥), 𝔤𝐵(𝑥) = √3𝛽

2 sech2(𝛽𝑥)

得出

𝑉𝑆𝑘1𝑘2 = 𝜋 3√3
8

(17𝛽4 − (𝜔2
𝑘1

− 𝜔2
𝑘2

)2
) (𝛽2 + 𝑘2

1 + 𝑘2
2) + 8𝛽2𝑘2

1𝑘2
2

𝛽3/2𝜔𝑘1𝜔𝑘2√𝛽2 + 𝑘2
1√𝛽2 + 𝑘2

2

sech(
𝜋(𝑘1 + 𝑘2)

2𝛽 ) ,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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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
|(−10𝛽2 + 3𝜔𝑆𝜔𝑘0 − 3𝑘2

0) (𝑘2
0 − 𝜔𝑆𝜔𝑘0 + 2𝛽2) + (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2

0|

(𝜔𝑘0 − 𝜔𝑆)𝜔𝑘0√𝜔2
𝑘0

− 2𝜔𝑆𝜔𝑘0√𝛽2 + 𝑘2
0

×3√3𝛽𝜋sech
⎛
⎜
⎜
⎝

𝜋(±√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6√3𝛽𝜋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𝑆)

√𝜔𝑘0 − 2𝜔𝑆√𝛽2 + 𝑘2
0

sech
⎛
⎜
⎜
⎝

𝜋(±√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4-36)

斯托克斯散射的概率则是

𝑃S =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𝑆)2

(𝜔𝑘0 − 2𝜔𝑆)(𝛽2 + 𝑘2
0)𝑘0√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9√3𝜋2𝜆
2

⎡
⎢
⎢
⎣
sech2

⎛
⎜
⎜
⎝

𝜋(√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sech2
⎛
⎜
⎜
⎝

𝜋(√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
⎥
⎦

. (4-37)

第一个 sech项是出射介子继续沿与入射介子相同方向运动的概率，而第二
项是出射介子沿相反方向运动的概率。这两种情况概率的比值就是两个 sech项
的比值。

在这一阶，由介子携带的总能量的转移正好是𝜔𝑆。然而介子的总动量并不守

恒。远离扭结处，初始介子动量为 𝑘0，而出射介子的动量为√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sech项中的参数是介子在向前散射和向后散射情况下和扭结之间的动量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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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反斯托克斯散射的情况下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 |𝑉𝑆,±√(𝜔𝑘0+𝜔𝑆 )2−𝑚2,−𝑘0|

=
|(−3𝑘2

0 − 3𝜔𝑆𝜔𝑘0 − 10𝛽2
) (𝑘2

0 + 𝜔𝑆𝜔𝑘0 + 2𝛽2) + (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𝑘2

0|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𝑆)√𝜔2
𝑘0

+ 2𝜔𝑆𝜔𝑘0√𝛽2 + 𝑘2
0

×3√3𝛽𝜋sech

⎛
⎜
⎜
⎜
⎜
⎝

𝜋 (√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

= 6√3𝛽𝜋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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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概率

𝑃aS =
𝜔𝑘0(𝜔𝑘0 + 𝜔𝑆)2

(𝜔𝑘0 + 2𝜔𝑆)(𝛽2 + 𝑘2
0)𝑘0√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9√3𝜋2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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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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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h2

⎛
⎜
⎜
⎝

𝜋(√𝑘2
0 + 2𝜔𝑆𝜔𝑘0 + 3𝛽2 − 𝑘0)

2𝛽

⎞
⎟
⎟
⎠

+ sech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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𝜋(√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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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𝛽

⎞
⎟
⎟
⎠

⎤
⎥
⎥
⎦

. (4-39)

4.4.2 数值结果

概率取决于无量纲耦合 𝜆/𝑚2以及无量纲动量 𝑘0/𝑚。我们已经固定了我们的
单位，使得远离扭结的介子质量为 𝑚 = 1。对于基态扭结的斯托克斯散射的概率
和对于激发态扭结的反斯托克斯散射的概率分别绘制在图 4-1和 4-2中。

注意，只有足够高的初始动量才在能量上允许斯托克斯散射，而反斯托克斯

散射的概率在小动量时发散。无论两种情况的何种，接近阈值时，向后和向前散

射的可能性变得相等。

在图 4-3中，我们将这些过程的总概率与此阶唯一允许的另一个非弹性散射
过程——介子倍增的总概率进行比较。对于较大的初始动量，斯托克斯散射和反

斯托克斯散射的概率趋于零，而介子倍增的概率趋于恒定。特别地，我们看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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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向前斯托克斯散射（红色）、向后斯托克斯散射（蓝色）和总的斯托克斯散射（黑色）
概率 𝑃𝑆(𝑘0)，𝑚 = 1。

Figure 4-1 The forward (red), backward (blue) and total (black) probabilities 𝑃𝑆(𝑘0) of Stokes
scattering, with 𝑚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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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向前反斯托克斯散射（红色）、向后反斯托克斯散射（蓝色）和总的反斯托克斯散射
（黑色）概率 𝑃𝑎𝑆(𝑘0)，𝑚 = 1。

Figure 4-2 The forward (red), backward (blue) and total (black) probabilities 𝑃𝑎𝑆(𝑘0) of anti-
Stokes scattering, with 𝑚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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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在初始介子动量较低时占主导地位，而介子倍增

在初始介子动量较高时占主导地位，当初始介子的动量约为介子质量的两倍时

图中曲线出现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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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第 3章中介子倍增（黑色），斯托克斯散射（红色）和反斯托克斯散射（蓝色）的总
概率比较。

Figure 4-3 The total probability of meson multiplication (black) from Chapter 3, plotted
against the probability of Stokes (red) and anti-Stokes (blue) scat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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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总结

二维标量模型为开发工具以处理现实世界中的孤子提供了理想的沙盒。如

果标量场受到具有简并最小值的势的影响，那么该理论将有扭结和反扭结解。通

常，在弱耦合下，可以将一个给定构型分解为扭结和标量场的微扰基本量子，称

为介子。在弱耦合下对这些理论的理解就被简化为理解：介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扭结与（反）扭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扭结与介子的相互作用。

在 1+1 维情形，无质量标量场是量子化的阻碍 [81] 。因此本文只考虑了
𝑚 > 0的模型。其结果是，扭结施加在介子上的力被距离乘以 𝑚这个无量纲数指
数地压低。这意味着在两者间隔的距离远大于 1/𝑚时，介子和扭结对 𝑃 ′的贡献

基本上是分别守恒的。此外，在如此大的间隔下，直到 𝑂(𝜆)阶的修正，每个介
子对动量的贡献仅由 𝑘给出。这并非是说扭结不会影响非常远的介子，而是说距
离介子非常远的扭结只会改变一些平移不变的介子自耦合的值，而不会导致介

子加速。

在 𝑂(𝜆)阶，量子扭结和基本介子的非弹性散射现在已被完全理解。允许的
过程有三种。首先是介子倍增。其次，如果扭结处于基态，那么当它和介子发生

相互作用时，可能会激发其形模。最后，如果一个形模最初被激发，那么当介子

和扭结相互作用时它可能会退激发形模。第一种情况在高能量下占主导地位，而

另外两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在接近其低能量阈值时变得非常大。

对这三种过程的计算，我们总是从自由哈密顿量的本征态开始，并在自由哈

密顿量的本征态中对态进行测量。由于我们必须对紧空间中质心的所有可能位

置进行积分，这将涉及形式上无限的矩阵元。相同的矩阵元出现在分子和分母

中，因而它们互相抵消。在第 2章中，我们更仔细地处理了此类比值，在那里我
们除以了平移对称群，使得分子和分母都有限。我们发现相比于朴素的抵消，确

实存在对结果的修正。然而，这些修正被 𝜆的幂压低了，因此在我们关心的领头
阶不影响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计算高阶修正，则必须包括第 2章中我们研
究的修正，因为在考虑高阶修正时它们会开始产生贡献。

本文对三种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的研究，均为树图阶的计算。更丰富的非
弹性散射现象（比如初态一个介子和扭结发生散射后末态为三个介子；或者斯托

克斯散射和反斯托克斯散射情形的激发态扭结含有两个形模，等等），以及我们

未来要研究的扭结-介子弹性散射，则会涉及到圈图计算。在线性化的孤子微扰
理论的框架下，使用约化内积可以正确计算更高圈情形，与本文的计算相比并无

93



扭结-介子非弹性散射

本质困难，只是计算过程更为繁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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