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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方程是宏观层次的经验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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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方程约化为 + 一 . 方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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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解具有以下性质 6 � ∋ 解的存在性
,

唯一性及规则

性 6 对于初值问题
,

若初始和边界数据足够光滑
,
则在

某一时间范围内存在唯一的光滑解
,

此解可延伸到以

后的时间
,

成为规则性可能较差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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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解的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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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 一 . 方程的精确解 6 + 一. 方程无通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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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Μ, 《  时
,

非线性项可略去
,

从而求得 ./ ! 0 , .
流的

近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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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 》 ) 时
,

粘性项可忽略
,

这时粘性效应仅局

限在边界层内
,

而在边界层外可用 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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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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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解法和数值解法 6 利用奇异微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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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波等方法可得到 + 一 . 方程的近似解或数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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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方程还可从 ϑ !  /Η & 2 % %

方程�ϑ Ν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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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的 ϑ Ν ,
可 给 出

Ν # ,− 方程及其修正
,

但得不出 + 一 .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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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阶近似给出 + 一 .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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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

及三阶近似分别给出 ϑ # − ! , / 6

及超 ϑ # −二 , 6 /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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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奇异微扰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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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 及流体力学变量均对

‘ 展开
,

并选择展开中出现的参量以消去久玖项
,

保持

各阶方程封闭
,

这种展开的各阶方程都是 + 一 Τ 方程 Α

今年 Ο 月)Ο 日下午
,

清华大学邝宇平教授来理论

所作了题为
《

超高能物理
,

的报告
,

对超高能物理发展

的现状
、

未来的发展前景及可能的理论研究课题作了

系统的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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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型检验的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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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模型

ΤΘ �Χ无 Υ Τ Θ�Η ∋
‘ Υ Θ�Υ ∋ 标准模型是描写基本粒

子相互作用的一个成功的理论
,

它是由规范理论结合

ς∃ ΩΩ
。

机制 �基本标最场引入的电弱相互作用的对称

性破缺 ∋而形成的
。

这个理论共含有包括规范场部分
、

费米子部分�三代结构∋和 ς ∃‘Ω1 部分在内的 )Ξ 个独

立的自由参量
。

这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它可能是一个
“

低能”的有效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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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检验

� ∋ 到目前为止
,

在标准模型中还有
。

夸 克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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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找到
,
目前的实验对它们的质量给出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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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非微扰 ⊥ Ε [ 的计算
。

理论上还很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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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 弱电部分的精确检验
1

目前这部分的检验已

能精确到一圈图的水平
,

由此可通过在圈图上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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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表明 = 这些参量和规范粒子的真空极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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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

较实验结果和理论计算值可对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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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合分析表明 6 & ς
低时符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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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 .Θ �9 ∋ Υ Θ� ∋ 规范理论是成功的
,

而对称性破缺的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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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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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了目前关

于非微扰 ⊥ � [ 中手征对称性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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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式讨论了中程力可 能

对动力学自发破缺产生的效应
1

在
ϑ − ! ≅ . 0卜ς # 2 % Ω 一] , 5 2 Ω ,

提出的介子

波函数基础上
,

我们给出了膺标介

子和矢量介子波函数的一般 形 式
,

并讨论了它们的性质
,
还把这种波

函数应用到重味介子 [
、

ϑ 的半轻

破缺及强子波函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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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流行的处理手征对称性自发破缺的

有效势理论
,

还介绍了关于夸克有效质量的计算
,
短程

力及线性禁闭势分别对手征对称性自发破缺的影响等

方面的研究现状
1

本文还简单介绍了 ⊥ � [ 求和规则

及背景场方法处理非微扰效应的基本思想及其它们通

过真空凝聚定强子波函数的方法
,

介绍了检验强子波

函数的一些物理过程以及目前存在的一些关于强子波

函数的唯象模型
1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研 究 成

果
1

在关于手征对称性自发破缺的研究中
,

作者提出

了一种用关于夸克凝聚的自洽方程确定重整化群不变

的夸克凝聚数值的方法
,

计算了发生动力学自发破缺

强藕合常数的阑值
1

在单圈
、

双圈近似下分别计算了

夸克凝聚的数值
,

得到了合理的结果
1

同时给出了一

种发生动力学自发破缺的图象
1

作者还给出了存在与

胶子凝聚有关的非微扰核时的 ., Κ β ∃% Ω , − 一[ 丫. ! %
方程

的形式
,

并用这一方程计算了夸克凝聚及发生动力学

自发破缺的稠合常数的阂值
,

得到了与用自洽方程讨

论时相符的结果
,

还讨论了非微优核对手征对称性自

发破缺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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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还利用 .[ 方程与 Τ  2 3 % 8

子及非轻子衰变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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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自洽的理论结果并预言了尚未存在实验过程的分支

比
,

还给出了 χ
一

_ 矩阵 3 的上限
,
这一上限比 ϑ. β 模

型的值要小
1

另外
,
作者还将强子有结构的观点用于

β , Η 粒子
,

讨论了复合模型对 Η 粒子强子衰变宽度的

影响
1

这种影响使 Η 的强子衰变宽度比标准模型的预

言值要小
1

这种差别可望在 ] Ν4 上高精度的 Η 拉予

性质测量中得到验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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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子产额
,

定义为 玩 十 ? Ψ, 一 或  , 十 ? Ψ, 一
Ν δ

�Ζ, 3∋
,

是正电子源的一个重要物理量
,

它的高低直

接关系到正电子加速器的优劣
1

正电子源的优化就是

使给定的条件下
,

系统及其参数选择最佳
,
正电子产额

最高
1

自从 )Ξ Ο Σ 年 Τ 6 2 %Π ! − ≅ 建成世界上第一台正电

子加速器后
,

由于正电子束的多种用途
,

世界各大实验

室都先后建造了自己的正电子加速器
1

由于系统及其

参数的不同
,

他们都有一套自己的优化方案
1

本文就

是为 ϑ Ν 4� 正电子源 选择一套优化方案
,

直接为工程

ς ∃Ω Ω “ 部分所含的参量最多
1

到目前还没有任何

的直接检验
1

从理论上
, ς 馆Ω. 部分有所谓平庸性问

题
1

为避免平庸性
,

可假定 ς ∃Ω Ω. 部分为低能有效理

论
。

由此得出 & 。
的上限为 ΨΔ, 3 左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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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场还有存在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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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清电弱对称自发破缺机制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

问题
,

也是下世纪初实验粒子物理的主要问题
,

很可能

与新物理有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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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电弱破缺

机制和发现可能有的新物理提供了实验基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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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寻找
1

寻找 ς ∃Ω Ω. 粒子是人们极感兴 趣 的 问 题
1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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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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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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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士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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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难
,

因 ⊥ � [ 背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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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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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部分还未得直接检验
,

在 Τ. � 上实验可鉴

别到 △又: 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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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ς � 和 ..� 上可望对 & 6
,

在 Χ : < Δ , 3 范围

内的 η’ 粒子进行探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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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3 左右的超对性伙伴
1

此外 Δ ! 5 物理
、

新重夸克
、

ϑ 物理
、

中微子物理
、

复合模型 Ψ4 4 弹性散射总截面的测量和其它新物理都

将是 .Τ � 和 ] ς � 上很重要的研究课题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