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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量子计算机可实现的阻挫量子相变的研究

摘 要

量子计算机具有并行计算、纠缠效应的特点，在密码分析、大数据处理

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这类计算机尚未发展成熟，许多性能有待考量，

需传统计算机数据作参考，尤其是量子相变的模拟。可以选择二维阻挫晶格

体系作为量子相变的研究对象。目前，阻挫正方晶格和阻挫三角晶格的研究

在传统计算机上已取得显著进展，而关于六角蜂窝晶格的研究较少。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量子计算机以及量子相变和序参量

的相关背景；第二部分解释了量子蒙特卡洛算法的基本思路；第三部分进行

数值模拟，在低温条件下模拟了不同横向磁场对序参量的影响，展示了不同

尺寸晶格的结果；第四部分是总结展望，讨论了磁场范围的影响，并与正方

晶格的结果相比较。

关键词：伊辛模型，阻挫，序参量，量子蒙特卡洛算法，六角蜂窝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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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rustrated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 Achievable by Quantum

Computing

Abstract

Quantum computers, with parallel computing and entanglement effects, excel

in cryptography analysis and big data processing. However, they are not fully

developed yet, and their performance needs further evaluation. Traditional

computer data, especially in simulating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s, are still needed

for reference. Two-dimensional frustrated lattice systems can be chosen for

studying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s. Currently, signific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study of frustrated square and triangular lattices using traditional computers,

while research on hexagonal lattices is limited.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quantum computers and the concept of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s, with the

selection of order parameters in hexagonal lattices.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s

the ideas of the quantum Monte Carlo algorithm. The third part presents numerical

simulation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ransverse magnetic fields on order

parameters under low-temperature conditions and showcasing results for various

lattice sizes. The fourth part summarizes and looks ahead, comparing the results

with those of square and triangular lattices as well as relevant theoretical analyses.

KEYWORDS: Ising Model, Frustration,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 Monte Carlo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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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量子计算机

现如今，传统计算机发展势头逐渐变缓，在算力优化上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想要

提高算力，就需要缩小晶体管的体积、提高晶体管的集成密度。而晶体管的体积已快接近

物理极限，进一步缩小体积将产生显著的量子效应干扰晶体管的正常工作。可见，传统计

算机的很难取得突破了。如今，众多领域都需要处理海量数据，例如加密破解、气象预报、

人工智能、药物设计等，传统计算机的算力显得有所不足。相较而言，量子计算机正在快

速发展，在需要处理大量数据的领域中表现出远优于前者的性能。自 1980 年保罗.本尼奥

夫提出量子计算机的概念，再到 1994-1996 年量子算法取得突破，随后的二十多年来，各

国政府、国际大公司、科研机构都为量子计算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并产出了相应成果，

例如，D-Wave公司现已推出基于伊辛模型的量子退火计算机，IBM公司已经实现量子通用

计算机的商业化，我国的“九章”玻色量子计算机问世，快速解决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
[1]
。

量子计算机的优越性能主要源于它的并行计算。传统计算机依赖经典物理比特，通过

晶体管的导通、断开状态实现 0和 1，其比特位状态确定，只能存在导通或断开中的一种。

量子计算机依赖的是量子物理比特，后者可叠加多种物理态，例如，低温超导环能实现上

自旋态与下自旋态的叠加，比特位同时映射为 0 和 1。经典和量子比特具有截然不同的性

能。以对应着 16 种不同的状态的 4比特为例，4个经典比特每次只能表示一种状态，单次

运算对单状态进行操作；一个量子比特可同时处于两种模式的叠加，每多耦合一个量子比

特，整体的状态数目翻倍，4量子比特相干叠加后就可同时表征出 16 种状态，单次运算就

等效应同时对其中的 16 种状态进行操作。可见，传统计算机每次只处理单个目标，而量

子计算机每次能同时处理多个目标，从而实现并行运算，计算效率优势斐然。

1.2 量子相变

1.2.1 相变中的量子效应与阻挫现象

目前，量子计算机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尤其是模拟量子相变
[2]
。相变

指系统在外部参数的变化下，某种宏观属性发生变化的过程。经典相变依赖热涨落，改变

温度，物体将会跨越不同的相。量子相变有别于经典相变，它依赖量子涨落使系统在大量

状态之间跃迁，改变外加磁场等参数可以影响量子涨落，进而使系统跨越不同的相
[3]
。

零温下，系统随哈密顿量参数变化而产生的相变即量子相变，跨越临界点，系统基态

将发生变化。一种典型的哈密顿量如下所示，g表示无量纲耦合量，此时系统的基态能解

随着g的变化可能出现非解析点（能级交叉的点或者避免能级交叉的极限情况），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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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量子相变点。

H(g) = H 0 + gH 1 （1-1）

下图 1是量子相变的示意图
[3]
，由温度T与参数g描述——本文研究的g是横向磁场。在

到达零温前，相变临界线附近的阴影区域主要由经典热涨落规律支配；接近零温的过程，

该区域缩小，量子效应逐渐占据优势；完全到达零温时，哈密顿量参数为临界值，g = g c ，

对应着量子临界点。然而，根据热力学第三定律，零温的量子相变不能通过实验验证，因

此对量子相变的研究主要依赖理论求解、低温实验、数值模拟极低温度下的行为等方式。

图 1 典型的量子相变示意图

本文关注的是伊辛模型下的二维六角蜂窝晶格的量子相变，体系依靠几何阻挫产生强

烈的量子效应，进而带来丰富的量子相变。阻挫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表现为体系内

各个单元无法同时处于各自能量最低的状态，导致体系存在大量相互竞争的基态。其中，

几何阻挫是一种典型的类别，它源于晶格格点之间的磁耦合能在空间上的特殊分布。下图

展示了一个简单的阻挫单元。三个格点在z方向具有两种本征自旋值，上自旋s = 1/2 和下

自旋s = -1/2，任意两个格点i、j之间的耦合势能有：e i j = Jij si s j 。其中 si , s j 分别代表

相邻格点自旋值，Jij 是磁耦合系数，Jij<0 是铁磁耦合，Jij>0 是反铁磁耦合。例如上图，

左下角格点是下自旋态，中间的格点是上自旋态，此时不论右下角格点为何种自旋，都无

法满足所有的耦合势能同时处于最低值，始终存在 e i j>0 的阻挫键——这样的三角单元就

有六种不同的基态。

图 2具有阻挫的三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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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序参量的介绍和引入

关于几何阻挫的量子相变有很多研究，而这些研究中的量子相变通常用序参量来描述。

序参量反应了系统的某种对称性，它应该这样构造：在对称性较高的系统（无序相）为零，

在对称性低的系统（有序相）非零
[4]
。在铁磁相变中，序参量即为磁化强度：系统处于顺

磁态时，磁矩单元杂乱无章地排布，系统的磁化强度为零，经旋转变换后磁化强度不变，

系统的对称性较高；系统处于铁磁态时，磁矩单元倾向于有序排列，磁化强度具有方向性，

其值不为零，系统的对称性较低。在数值模拟中，磁化强度可写为如下形式，其中N是系

统的格点数，S是格点i上的磁矩。

m = 1
N i S i� (1-2)

反铁磁系统的序参量manti则基于子晶格的磁化强度m1和m2进行构建，如下所示。如

果系统的格点磁矩无序排列，m1、m2都为零，则序参量manti为零；如果系统格点的磁矩

交错有序排列，m1和m2分别达到“1”和“-1”，则系统的manti绝对值达到最大。

manti = 1
2

(m1 − m2) (1-3)

上述铁磁和反铁磁系统的基态位形数少，不具备几何阻挫。要构造几何阻挫的晶格体

系，可以根据Villain原则
[5]
在晶格的多边形耦合链中插入奇数个反铁磁耦合作用（Jij>0）。

此时系统的序参量有所不同，下面先考察三角晶格和正方晶格序参量的构造。

图 3.1 三角晶格阻挫单元
[2]

图 3.2 正方晶格的阻挫单元
[2]

上图 3.1
[2]
是满足Villain原则的三角晶格的示意图，三种颜色的格点对应三种布拉维

子晶格，红色的边表示反铁磁作用。序参量mtri如下(1-4)式，子晶格磁化强度为m s，按照

一定的相位角ei φ 对序参量mtri做贡献。当每个三角形阻挫单元（红色圈）处于相同的阻

挫键数量最少的自旋位形时，整个系统也处于基态（伊辛模型磁耦合能描述的基态）。mtri

对于这 6 种基态得到的模长是相等，相位角依次有：e nπ i 3 , n = 1,2, … , 6。mtri的模长越

大，说明三角单元自旋的形式越单一，自旋排布趋于有序，系统越接近基态；如果系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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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基态的情况，三角阻挫单元内的m s往往处于无序排布的状态，此时mtri的模长趋于零。

mtri = 1
3

( m1 + e2π i 3 m2 + e4π i 3 m3) (1-4)

m s = 3
N i ∈ sσ i

z� (1-5)

上图 3.2
[2]
是满足Villain原则的正方晶格的示意图，不同颜色的格点对应四种子晶格，

蓝色边表示铁磁作用，红色边表示反铁磁作用，红色圈代表一个正方形阻挫单元。正方形

晶格的初级序参量msquare如下（即下式的m）。同样的，当每个正方形阻挫单元处于相同的

阻挫键数量最少的自旋位形时（记为单元基态），整个系统也处于基态（伊辛模型磁耦合

能描述的基态）。msquare对于这 8 种基态具有相等的模长，相位角依次有：e nπ i 4 , n =
1,2, … , 8。八种单元基态如下图 4.1 所示，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典型的msquare分布情况如

下图 4.2 所示[6]。

msquare = 1
2

( eπ i 8 m1 + e3π i 8 m2 + e5π i 8 m3 + e7π i 8 m4) (1-6)

m s = 4
N i ∈ sσ i

z� (1-7)

图 4.1 正方形阻挫单元的八种基态[6]

图 4.2 初级序参量
[6]

图 4.3 次级序参量
[6]

此外，研究者还引入了次级序参量ψsquare（即上图的ψ）描述正方单元内二聚体（即

相邻格点耦合能大于零的阻挫键）的出现频率。基于二聚体密度公式di,α = 1
2 (1 + Jik J ∙

σ i
zσ k α

z )，可以判断近邻的i、k格点间关于沿α方向是否存在二聚体。经傅里叶变换后：

d�α(�) = 1
N i e

i �∙��� di, α ，合成次级序参量ψsquare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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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square = 2d�x(0,π) + 2d�y(π, 0) (1-8)

当每个正方形阻挫单元只含有一种类型的阻挫键时，则ψsquare = e nπ i 2 , n = 1,2,3,4，对应

上图 4.3。

可见，当所有正方形阻挫单元处于相同的单元基态时，整个系统也处于基态，相应的

序参量模长最大、具有明显的方位性。随着温度的升高，系统的自旋位形逐渐趋于无序，

序参量图像逐渐收缩，模长减小，如图 5.1所示（以次级序参量为例）。此外，还有研究

者对比[7]不同尺寸下的正方晶格的次级序参量（T=1.5），研究发现系统尺寸越大，分布图

像越来越集中于四个特定的方位，如下图 5.2所示。

图 5.1 模长渐趋于零
[6]

图 5.2 尺寸越大，序参量分布越集中
[7]

本文关注的是几何阻挫的六角蜂窝晶格。Kitaev曾提出了一种化学键各向异性的六角

蜂窝结构，能产生本征阻挫
[8][9]

；也有研究者整理了属于具有本征阻挫的六角蜂窝结构的

材料，测量了比热、导热率等参数
[10]
。但是，关于几何阻挫的六角蜂窝及其序参量的研究

较为少。作为对这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本文设置了一种符合Villain原则的六角蜂窝晶格

（图 6.1），并结合三角晶格、正方晶格序参量的形式，做尝试性推广。

图 6.2 六边形阻挫单元

图 6.1 几何阻挫的六角蜂窝晶格 图 6.3 阻挫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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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种晶格的序参量定义方式和系统的基态有关，当系统处于基态时，其自旋位形

处于伊辛耦合能描述下的某种有序状态，对应的序参量模长最大且具备方位性。本文从基

态与序参量的对应关系出发，探索六角蜂窝晶格的情况。基态意味着每个多边形单元平均

分配到的单元阻挫键数量最少，因此可以从六边形阻挫单元阻挫键数最少的单元基态出发，

图 7.1 带来基态的六种阻挫单元 图 7.2 相应的序参量示意图

找到系统的部分基态位形，进而确定序参量的形式。如上图 6.1 所示，绿色圈是本文考察

的六边形单元对象，系统的格点都能被这两种情况包含。六边形单元内的格点编号如图 6.2

所示，图 6.3 是相应的阻挫键类型编号。这样编号的格点，在蜂窝晶格上仍具有周期性，

可以将相同编号格点（例如图 6.1 绿色圈内的两个相同编号的格点）两两一组看成一个新

格点，不同编号描述的新格点分属于六种不同的子晶格。本文发现，当系统的六边形阻挫

单元都处于图 7.1 所示的六种位形时，系统整体便处于基态。为了实现这类基态与序参量

的相关性，仿照正方晶格序参量的相位因子，尝试写出六角蜂窝晶格的初级序参量如下：

mH = 1
a
( e

π i
12 m1 + e

3πi
12 m2 + e

5πi
12 m3 + e

7πi
12 m4 + e

9πi
12 m5 + e

11πi
12 m6) (1-9)

m s = 1
N i ∈ sσ i

z� (1-10)

上式a = 2 + �，N 为系统格点数。当每个六边形阻挫单元处于图 7.1 所示位形时，系统

的mH对于这六种基态具有相等的模长，有mH = e nπ i 6 ，n = 1，3，5，7，9，11，12，
如图 7.2所示。对于一般的图，如果阻挫单元大量地处于图 7.2 所示的某种类型时，则mH

的模长较大，且具有 6种方位性；如果系统自旋处于无序状态，由于平均效应，模长趋于

零，序参量mH的分布向中心收缩，不再具有方向性——类似上图 5代表的变化趋势。

此外，参照正方晶格，可知次级序参量能描述阻挫单元存在的阻挫键位置类型。从这

一点出发，引入次级序参量的形式：

ψH = e
πi
3 ψ1 + e

2πi
3 ψ2 + e

3πi
3 ψ3 + e

4πi
3 ψ4 + e

5πi
3 ψ5 + e

6πi
3 ψ6 (1-11)

如上图 6.3 所示，ψk代表六边形阻挫单元上耦合边的阻挫键情况，如果耦合边上存在阻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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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则ψk取为 1/N，如果不存在则取为 0。当系统的六边形阻挫单元都处于图 7.1 所示的

某种类型时，次级序参量有：ψH = 1/6 ∙ e nπ i 3 ，n = 4，5，6，如上图 7.2所示。对于一

般的ψH图，如果系统的某种阻挫键类型占优势，则ψH模长较大，且具有方向性；如果系统

的阻挫键类型处于无序状态，则ψH的模长将趋于零，序参量分布不再具有方向性。

综上，本文建立的这两类序参量是对正方晶格序参量的探索性推广：从多边形阻挫单

元出发，找到阻挫键数量最少的情况，并分别将这些情况推广至整个蜂窝系统。随后再找

出系统属于基态的情况。当系统处于对于这些基态时，序参量模长应达到最大；当系统脱

离这些基态，进入无序的自旋分布时，序参量模长应趋于零。基于这样的考虑，构造了上

述的（1-9）和（1-11）的形式。

1.3 小结

本文将设置低温条件，引入横向磁场产生量子相变，测量六角蜂窝晶格的序参量变化。

在横磁场较低的情况下，系统主要由伊辛模型的磁耦合能决定，此时序参量的模长应该较

大，且具有方向性。增大横向磁场会加剧量子涨落，系统表现得更无序
[11]
，序参量的模长

应当变小、方位性逐渐消失；同时选定不同尺寸的系统进行对比
[12]
。

量子计算机对这种复杂量子相变的模拟有着很大潜力，但如今这种新型计算机并未普

及，相关性能有待考察，需要经典计算机的结果作对照。因此，本文在经典计算机上采用

量子蒙特卡洛法来模拟复杂的量子相变，以期为量子计算机的结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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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模型与原理

2.1 六角蜂窝晶格模型

2.1.1 横场伊辛模型

本文的几何阻挫下的二维六角蜂窝晶格，采用横向磁场下的伊辛模型描述该体系的哈

密顿量。把实际的二维六角蜂窝材料的磁单元抽象为格点，格点具有不同自旋态，它们之

间存在自旋磁矩带来的磁耦合能。晶格整体的能量来源于磁耦合能以及在格点在外磁场中

的势能。采用简化模型，用z方向的耦合能代表格点间势能，把 N 格点系统的哈密顿量 H

写为下式：

H = < i , j > J i j� σ i
z σ j

z + g iσ i
x� (2-1)

其中，i、j 是格点编号，取 1到N。<i,j>表示只考虑近邻格点间的耦合能，Jij是磁耦合

系数，g是横向磁场大小。σ i
z ，σ i

x 分别代表z以及x方向的自旋泡利矩阵。系统以z方向

的自旋本征态：|α = |σ1, σ2,σ3, …, σN 作为基，用|1 标记格点的上自旋态，|−1 标记

格点的下自旋态，格点z方向的自旋值相应记为 1、-1。例如，所有格点都是上自旋态，则

|α =|1, 1, …, 1 ，格点自旋值都为 1。在磁场g较小时，系统倾向处于伊辛耦合项描述的基

态，格点自旋分布主要由伊辛耦合项描述，具有特定的次序；当磁场g较大时，格点自旋

分布趋于随机取±1，系统处于无序的状态。

2.1.2 结构配置

图 8 尺寸为 5×2的六角蜂窝晶格

上图 8 展示了一个六边形单元数量为 5×2（Lx×Ly）的系统，一共有 36 个格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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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键表示铁磁键，红色线表示反铁磁键，虚线表示周期边界条件。为了同时满足上一章节

序参量的格点编号形式，本文研究的尺寸为：Lx = 5 + 6m，Ly = 2 + 3n，m和n是非负整

数。既定尺寸下，格点数nn = 2(Lx + 1)(Ly + 1)，伊辛耦合键数nb = 3(Lx + 1)(Ly + 1)。

2.2 量子蒙特卡洛方法

关于六角蜂窝晶格序参量及其他参数的测量，可以借助量子蒙特卡洛方法完成。本节

主要介绍了随机级数展开法的原理、马尔科夫平衡链以及程序思路。

2.2.1 随机级数展开法

ρa ∝ e−βHa (2-2)

在正则系综下考察哈密顿量为H的六角蜂窝结构，系统的能量本征态的应该满足热学

分布(2-2)。上式β = 1 kbT，代表逆温度。为了获取物理量 u ，一般要找到系统的能量

本征态a，对本征态a的物理量ua做关于权重ρa的加权平均。然而问题在于，经典计算机

以±1表示系统的自旋本征态|α ，并不是横场伊辛模型的能量本征态，不能直接利用权重

ρa进行加权；此外，阻挫六角蜂窝晶格属于及其复杂的系统，很难找到能量本征态的解析

形式——现如今只有少量伊辛模型可以解析求解。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引入随机级数展开

法，将待测物理量（某u）的热学期望值改写成能用本征态|α 表示的权重求和的形式。热

学期望值 u 如下式(2-3)，其中Z是配分函数，Tr是对矩阵算符求迹。

u = 1
Z

Tr( u�e−βH� ) (2-3)

如(2-4)所示，依次为空算符、磁场算符、常数算符以及伊辛算符类型的格点算符，

其中v代表算符类型，k代表格点i编号以及近邻格点对的i, j编号。将H分解为格点算符Hv,k：

H =− i (Hh, i + Hc, i) −� i,j HIs, i,j� ，H只包含后面三种算符
[13][14]

。

H0,0 = 1 (2-4 a)

Hh, i = g(σ i
+ + σ i

−) , i > 0 (2-4 b)

Hc, i = g , i > 0 (2-4 c)

HIs, i,j = |Ji,j| − Ji,jσ i
zσ j

z , i, j > 0 (2-4 d)

将展开的哈密顿量H带入配分函数(2-3)，用一组完备的基|α0 ，把 u 的级数展开写为

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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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α0 n=0

∞
Cn

βn

Z∙n!
α0| u� r=1

n H�v,kr� |α0��� =
α0 n=0

∞
Cn

W × U��� (2-5)

W = W(α0, n, Cn) = βn

Z∙n!
α0| r=1

n H�v,kr� |α0 (2-6)

U = U(α0, n, Cn) = α0| u� r=1
n H�v,kr� |α0 α0| r=1

n H�v,kr� |α0 (2-7)

上式(2-5) 只考虑不为零的W(α0, n, CL)的求和，函数U也只对这些(α0, n, CL)定义。

r=1
n H�v,kr� 是按一定顺序Cn作用的格点算符的序列；W是归一化的，具有权重的意义，称为

权重函数。考虑到计算机模拟的局限，为了表示出 u ，要在L处将级数截断，取前面的部

分多项式代替整个级数。L和系统的格点数量、温度有关，至少为βN的量级。截断后的 u

展开为：

u =
α0 n=0

L
Cn

βn

Z∙n!
α0| u� r=1

n H�v,kr� |α0��� =
α0 CL

βn(L−n)!
Z∙L !

× α0| u� r=1
L H�v,kr� |α0��

(2-8)

上式引入了(L-n)个空算符H0,0，把它们插入Cn代表的算符序列 r=1
L H�v,kr� ，将后者扩充

为L个算符的序列CL。对CL序列的所有情况求和，同时消去倍数L! n!(L−n)! 的影响；这里

的n是n(CL)简写，即非空算符的数量。结合(2-5)改写(2-8)，插入(L-1)个单位矩阵：I =

α0
|αp αp|� 并化简，

u =
α0 CL

1
Z

∙ β
n(L−n)!

L !
α| r H�v,kr� |α�� ×

α0| u� r H�v,kr� |α0

α0| r H�v,kr� |α0

=
α0 CL

1
Z

∙ β
n(L−n)!

L ! {αp} αL|H�v,kL|αL−1 … α1|H�v,k1|α0� ×
α0| u� r H�v,kr� |α0

α0| r H�v,kr� |α0
��

=
α0 CL

1
Z

∙ β
n(L−n)!

L ! {αp} p=1
L αp|H�v,kp|αp−1�� ×

α0| u� r=1
L H�v,kr� |α0

α0| r=1
L H�v,kr� |α0

��

=
α0 CL

1
Z

∙ β
n(L−n)!

L ! {αp} p=1
L αp|H�v,kp|αp−1�� ×

α0| u� r=1
L H�v,kr� |α0

α0| r=1
L H�v,kr� |α0

��

=
α CL

1
Z

∙ β
n(L−n)!

L ! p=1
L αp|H�v,kp|αp−1� ×

α0| u� r=1
L H�v,kr� |α0

α0| r=1
L H�v,kr� |α0

��

=
α CL

W(α, CL) × U(α, CL)�� (2-9)

如上(2-9)，{αp}代表中间插入的长度为(L-1)的本征态|αp 序列，且|α0 = |αL ；

在{αp}的基础上合并|α0 ，形成 α ，代表L个本征态|α 的序列：|α0 、|α1 ……|αL 。

对任意的 αp|H�v,k,p|αp−1 ，本征态|αp−1 经过格子算符H�v,k,p作用后依旧是某种本征态

|α ，由于正交性，如果后面的态|αp 与其不同，则 αp|H�v,k,p|αp−1 为零，相应的W(α, CL)

权重也为零。和(2-5)类似，(2-9)只考虑非零项的求和。对于某个集合α，想要得到不为

零的权重，只能满足|αp = H�v,k,p|αp−1 。因此，基于|α0 和H�v,k,p序列即可得到满足要求

的集合α：|α0 、|α1 ……|αL 。对集合中的|αp 重新排列，只要符合循环方向|α0 →

|α1 → …|αL → |α0 → …，都可以成为新的集合。上式(2-9)就可以看作对所有|α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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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不同的CL算符序列进行的求和。提取W、U：

W(α0, CL) = 1
Z ∙ β

n(L−n)!
L ! p=1

L αp|H�v,kp|αp−1� (2-10)

U(α0, CL) = α0| u� r=1
L H�v,kr� |α0 α0| r=1

L H�v,kr� |α0 (2-11)

本文测量的初级序参量mH以及次级序参量ψH，其算符是关于自旋本征态|α 的对角

算符，代入U(α, CL)后得到下式（2-12）；hr是格点算符H�v,kr作用于传播态|αp 产生的系

数。实际的蒙特卡洛模拟采用Uave，它表明对所有满足|αp 的循环方向结果取平均：（2-13），

U(α0, CL) = α0| u� r=1
L hr� |α0 α0| r=1

L hr� |α0 = α0| u� |α0 (2-12)

Uave = 1
L p=0

L−1 αp| u� |αp� (2-13)

可见，原本对热学期望值 u 的测量，是找出能量本征态a后按照ρa ∝ e−βHa的分布进

行统计平均。但由于计算机模拟的是z方向的自旋本征态|α ，并且很难求出能量本征态a

的解析解，无法直接用|α 表示出a，也就无法使用加权系数ρa。这里借鉴随机级数展开

法，改写了 u 的形式： α0, CL
W(α0, CL) × U(α0, CL)� ，将期望值分解为与本征态|α 的函

数W、U，使 u 的自变量从能量本征态转变为自旋本征态|α 。

为了获取 u ，要按照权重W(α0, CL)对函数U(α0, CL)取平均。由于六角蜂窝晶格系统

的本征态数量极其庞大，再加上传播态序列的展开，待测样本数远超计算机的计算范围，

因而不能采用遍历的方法求值。像这样的问题，可以凭借蒙特卡洛方法解决：先随机抽样

获取大量样本，再让样本群体满足特定的权重分布，最后测量群体的统计值。蒙特卡洛方

法的关键点在于使随机样本符合权重分布，要做到这一点这可以构建马尔科夫链。

2.2.2 构建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状态序列，序列中的某个状态仅与上一个状态有关。设初始时刻的

随机样本分布为S0= q1, q2, … , qn
T，总样本数为n，样本i出现的概率是q i，满足归一化。

样本分布S经过跃迁矩阵 P = Pij 作用后到达下一个状态S’。矩阵元Pij = P(j|i)，表示下

一时刻样本 j 跃迁到样本 i 的概率。如下(2-14)式描述了一个马尔科夫链。跃迁矩阵P

应该满足(2-15)式，

S0 → P1S0 → P2S0 → …… → Pk S0 （2-14）

lim
k→∞

(Pk)i j = W i （2-15）

此时，不论初始S0是何种样本分布，经过Pk次跃迁后都会得到要求的平衡分布：Sf =
W1, W2, … , Wn

T。因此，只要构建出满足上式的跃迁矩阵，即可使得初始样本分布在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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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后达到权重W的分布。

利用细致平衡准则：W i Pj i = W j Pi j，即可得到满足条件（2-15）的矩阵元。跃迁概

率 Pi j可写为选择概率Ai j与接受概率Bi j的乘积：W i ∙ Aj i ∙ Bj i = W j ∙ Ai j ∙ Bi j ，其中Ai j、Bi j

的定义与 Pi j类同。细致平衡准则的含义是，当系统处于平衡时，从任意一个样本 i 跃迁

到任意样本 j 的几率流与从 j 跃迁到 i 的几率流是相等的。几率流便取决于位形的权

重以及跃迁过程的选择概率和接受概率。根据Metropolis算法准则的接受概率为，

Bi j = min(1，W i ∙Aj i

W j ∙Ai j
) （2-16）

实际模拟中，首先生成一个随机样本a(0) = i，再依据选择概率 Aj i随机生成下一个样

本a(1) = j，然后利用接受概率Bj i判断是否接受新样本j。像这样进行大量的k次迭代后，

可以认为样本的分布达到了平衡。随后继续迭代多次得到n个样本，这些样本即满足平衡

分布：a(k), a(k + 1)……, a(k + n) 对应于W权重的分布。

本文的样本是六角蜂窝晶格本征态|α 的传播序列(α0, CL)，权重为W(α0, CL)。哈密

顿量H拆分为的格点算符可以保证权重W非负，并且在程序中排除了权重W为零的样本

(α0, CL)。因此，程序关注的样本(α0, CL)的权重W > 0，从任意一个(α0, CL)出发，都能

通过非零的概率跃迁到任意的另一个(α0', CL')，从而实现遍历性。样本(α0, CL)之间的跃

迁是在不同算符之间进行的单个替换，分为空算符H0,0与伊辛算符HIs, i,j、空算符H0,0与常数

算符Hc, i、磁场算符Hh, i与常数算符Hc, i之间的替换。其中，H0,0换为HIs, i,j和Hc, i的选择概率

分别是：Pin,IS、Pin,c，且Pin,IS + Pin,c = 1[15]
；而HIs, i,j和Hc, i换为H0,0的选择概率设为1。Hh, i、Hc, i

替换前后样本(α0, CL)的权重W相等，于是把它们之间的选择概率都设为 1。将选择概率带

入(2-16)即可得到相应的接受概率。

2.3 算法介绍

基于随机级数展开法
[14]
，在fortran90 上实现的程序大致如下。

步骤 1：数据初始化。

定义主程序变量：伊辛步isteps、统计次数nbins、单次统计的蒙特卡洛步数mstep、

自旋矩阵spin、算符序列opstring、顶点列表vertexlist等，外加磁场hh、晶格尺寸Lx、

Ly等参数通过调用文件获取。随后构建本文的阻挫六角蜂窝晶格，设计生成任意L×L的晶

格程序，并绘图示意。初始化spin(:),格点自旋随机设为±1。算符序列长度mm初始化为

20，全为空算符。

步骤 2：建立分布平衡，在循环i=1:isteps中，依次执行下述四个步骤。伪代码如下，

for i=1:isteps

do update %更新算符序列

do linkvertex %顶点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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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clusterupdate %自旋团簇翻转

do adjustlayer %序列长度修正

end %达到平衡分布

（2.1)更新算符序列：沿着传播态传播态序列方向逐层更新算符序列CL。如果本层是

空算符，则生成[0,1]的均匀随机数r=rand()，如果r < Pin,c则选择常数算符，否则选伊辛

算符。随后继续生成均匀随机数r，若r < Paccept,c则接受跃迁，否则保持不变。如果本层是

伊辛（或常数）算符，生成均匀随机数r，如果r < Paccept ,c_0(Paccept, IS_0)则替换为空算符，

否则不进行替换。如果本层是磁场算符，则翻转本层中i格点的自旋，其跃迁在下述(2.3)

进行。

(2.2)格点链接：遍历三维的传播态序列层，根据伊辛、常数、磁场算符的特性，将

具有相同自旋状态且毗邻的格点链接起来，用vertexlist列表记录格点之间的链接关系。

(2.3)自旋团簇翻转：根据vertexlist列表把相互链接的格点记为一个团簇。对于每

个团簇，生成随机数r=rand()，如果r < 1/2 则标记为翻转，否则标记为不翻转。在标记

翻转的过程中执行了磁场和常数算符的跃迁，且跃迁数量是偶数，保证了传播态序列

(α0, CL)的周期边界条件。传播态序列由初始层和既定的算符序列决定，初始层α0的自旋

翻转即可实现整个传播态序列的团簇翻转。仅凭马尔科夫过程改变传播态序列的效率显得

不足，所以依靠团簇更新对三维传播态序列层的自旋位形进行变化，让序列(α0, CL)不局

限于某种分布类型。

(2.4)序列长度修正：对于非空算符即将填满传播态序列的情况，应该适当增加算符

序列长度CL的长度Lp，保证非空算符数量nh和Lp之间存在一定差异。这类情况预示着

(α0, CL)对于大nh有着较大的权重，只有增加Lp才能保证之后的跃迁能把这类较大权重的

情况容纳进来。设置增加条件为：Lnew, p = 10 9 nh + (Lx ∙ Ly)2/100。如果Lnew, p > L p则增

加L p，否则不增加。

步骤 3：将平衡后的算符序列长度Lp、非空算符数nh写入文件保存。

步骤 4：结果统计。和步骤 2相比，不再进行算符序列长度的更新。一共进行nbins次测量，

每次测量都会得到一组待测物理量 u ，每组 u 是mstep次的蒙特卡洛统计结果。伪代码如

下所示：

for i=1:nbins %统计次数

for j=1:mstep %蒙卡步数

do update %更新算符序列

do linkvertex %顶点链接

do clusterupdate %自旋团簇翻转

do measure %测量结果

end

do write_results %写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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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步骤 5：释放数组，清空内存。



15

第 3 章 结果测量与分析

本文关注的是低温下的量子相变，逆温度 β = 1/T = 3.3，不断改变横向磁场值 g 以及

系统尺寸 Lx×Ly 得到测量结果。格点间伊辛耦合强度：Jij=±J，J 取 1，则下文用 g 代表

g/J。在满足周期边界条件的同时完成序参量的编号，则六边形阵列最小为 5 × 2（Lx，Ly），

其格点数是 36。将这样的尺寸记为 L×L，L=1。本文主要分为两类模拟测量如下：

（1）改变磁场值：在六角蜂窝晶格尺寸为 36 个格点（L=1）的条件下,设置一系列横向磁

场值：0、0.1、0.2、0.3、0.4、0.5、0.6、0.7、0.8、0.9、1.0，观察序参量分布

情况和模长的变化。

（2）对比不同尺寸：设置一系列磁场值：0、0.2、0.4、0.6、0.8、1.0，在尺寸为 144

个格点（11×5 六边形，L=2）的条件下、尺寸为 324 个格点（17×8 六边形，L=3）

的条件下进行测量，对比能量密度和序参量的情况。

3.1 横向磁场的影响

3.1.1 序参量的分布图像

以g=0、0.1、0.2、0.6 和 2.0 为例，mH和ψH的分布图像如下所示，

图 9.1 g=0

图 9.2 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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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g=0.2

图 9.4 g=0.6

图 9.5 g=2.0

为了系统局限于拓扑缺陷，程序设置的初始自旋位形是上文提及的六种基态。随后得

到序参量在马尔科夫链下的平衡分布。由上图可见，在较低的磁场条件下，初级序参量mH

呈现六个集中分布的方位：1/6π、2/6π、3/6π、7/6π、8/6π和 9/6π；次级序参量ψH呈

现三个集中分布的方位：4/3π、5/3π和 6/3π，与预期结果相符合。随着磁场的增加，序

参量逐渐收缩，在较大磁场下变为集中于原点的圆斑，符合磁场增加系统格点z方向自旋随

机性增加的特点。

上图 9.3代表了序参量分布的转变过程。以初级序参量mH为例，mH的分布并非同时从

六个方向往中心收缩，进而得到一个更小的圆弧；它呈现了特殊的收缩方式，如下图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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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红色圈可能代表能量很高的状态，在适中的磁场条件下，系统很难到达该区域，无

法经过该区域往原点方向收缩；红色箭头代表主要的收缩方向，系统可以沿着该方向到达

能量比较高的区域。次级序参量ψH的结果也是类似的。红色箭头是通过观察序参量平衡分

布下的数据得到的大致结论。

图 9.6 g=0.2的转变过程

3.1.2 序参量模长随磁场的变化

如下图所示，模长随横向磁场的增加而减小。在低磁场条件下，|mH| ≅ 1 且|ψH| ≅ 1/6，
符合理论预期。在磁场g约为 0.1附近完成模长的突变，随后趋于零值。在g=0.4 到 0.5之

间存在平台期，模长变化幅度较小，可能因为系统在该磁场范围下难以进一步跃迁到能量

更高的位形上，被相对局限于该磁场范围下所处的位形集合。

图 10.1 初级序参量模长|mH| 图 10.2 次级序参量模长|ψ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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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尺寸结果

3.2.1 能量密度的变化

e = E
nn

= − n(CL)
β ∙ nn

+ h + i,j
Ji j

nn
� (3-1)

基于上一章的随机级数展开法得到式(3-1) [14]，可以得到能量密度的结果如下图 11所示。

可见，随着横磁场的增加晶格整体的能量密度减小，说明系统的格点磁矩逐渐趋于磁场x

方向的排列，在外加横向磁场作用下，具有的势能逐步降低，处于外加磁场下的稳定状态。

不同尺寸大小的系统得到的能量密度一致，三种颜色的测量曲线重叠在了一起。

图 11 能量密度随磁场的变化

3.2.2 序参量分布的变化

图 12以h=0的情况为例。尺寸较小时系统的序参量分布比较发散，展现出了圆弧的样

式，mH在预期的六个方位上分布较集中，ψH则对应地分布于三个预期的方位。随着尺寸

的增加，序参量越发集中于特定的方位上。本文设置的平衡步长和测量次数均与系统的尺

寸成正比关系。

图 12.1 L=1（36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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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序参量模长的对比

下图 13展示了 β = 3.3 时，系统自初始位形经历较大的平衡步数后获得的结果，在这

样的序参量编号方式下，序参量随着尺寸的增加在横向磁场g较小时（例如g=0.2）迅速趋

于零，并没有在关注的温度和磁场条件下出现模长不为零的平台期，因此暂时无法确定相

变点的位置。一种可能的解释为：加入磁场条件后，系统从本文选定的初始基态自旋位形

出发，最终到达的平衡分布包含大量其他位形。图 14展示了其他位形和基态位形的可能

关系，本文的情况如图（a）所示，系统一旦跳出本文选定的基态位形，进入其他位形，再

次返回基态位形的可能性很低，而其他位形对应的序参量模长很小，因此模长随磁场的增

加很快的趋于零。此外本文仅从选定的基态位形出发，并未考察其他的基态情况。最终落

图 13.1 mH 的对比图 图 13.2 ψH 的对比图

图 12.2 L=2（144格点）

图 12.3 L=3（324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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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平衡分布可能包含大量的其他的基态，而这些基态对应的序参量模长很小，因此统计

到的期望值很小。

相比起来，以往正方晶格的研究可能类似于图 14的情况（b），系统从选定的基态位

形出发，进入其他位形后再次返回基态位形的可能性较大（局域最小值不明显），最终呈

现的平衡分布集中于基态位形，其序参量模长值在h非零的情况下也不会快速趋于零。

图 14 位形-能量分布图

（位形之间的横轴距离可以表示位形相似性，距离越近相似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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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总结与展望

4.1 总结

本文建立了一种几何阻挫的六角蜂窝晶格，在横场伊辛模型下探究了它的量子相变性

质。基于阻挫三角晶格、阻挫正方晶格序参量的形式，设置了描述六角蜂窝晶格相变的初

级序参量mH和次级序参量ψH，以便分析六边形单元的格点自旋分布、受挫键类型。之后

介绍了随级数展开法，经过数值模拟测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能量密度：不同尺寸下的能量密度曲线图重叠在了一起，随着横向磁场的增加，

能量密度逐渐减小，符合理论预期。

（2）序参量：在 β = 3.3，h = 0 的条件下，系统的初级序参量mH分布呈现了六种不

同的方位，次级序参量ψH则呈现了三种对应的方位，说明此时系统局限于选定的基态自旋

位形。随着磁场的增加，序参量的模长迅速趋于零值。这意味着系统的位形-能量分布可能

如上图 14（a）所示，一旦跳出选定基态位形，将难以返回到原有位形，且平衡分布下的

大多数位形对应的序参量模长非常小，因此磁场增加后模长快速趋近零，在本文选定的磁

场条件下暂时无法确定相变点。并且其他位形中可能包含大量的基态，也要排除这些基态

的影响。

（3）位形-能量分布的区别：通过六蜂窝角晶格和正方晶格的对比，可能说明两种系

统的位形-能量分布有较大差异。平衡分布下，六角蜂窝晶格的多数位形并未处于选定的基

态位形附近，与选定的基态位形相似度低；而平衡分布下的正方晶格的多数位形处于八种

基态位形的附近，与基态位形的相似度高。

4.2 展望

本文的研究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作完善和拓展：（1）复现正方晶格的相关研究，

考察其序参量随磁场增加的分布情况，并与本文的结果做对比。（2）极低温度、极小磁

场：在极低温度和极低磁场的条件下，考察系统序参量模长的变化情况。（3）结合退火

算法进行：正方晶格选定的基态位形和其他位形的关系可能如上图 14（b）所示，因此即

使在非零的磁场下，平衡分布带来的序参量模长也不会迅速趋于减小，所以可以利用退火

算法详细考察正方晶格的基态位形以及六角蜂窝晶格的基态位形，并结合基态对六角晶格

的序参量做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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