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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讨论了 ;6 789 群中拓扑荷为 : 的瞬子组态
,

求出它们的零模和非零

模因子 以及它们对重层子对相互作用位势的贡献
%

结果表明这种组态相对于四

个远离的单瞬子组态的贡献是可以忽略的
%

<
在 ;6 789 规范理论中

,

存在拓扑荷为 : 的瞬子 =曰 ,
%

这种瞬子相当于在同一位置上

四个拓扑荷为 的瞬子的迭合
%

本文讨论这种拓扑荷为 : 的瞬子组态对于四个互相远离

的拓扑荷为 的瞬子组态对真空跃迁幅和对重层子相互作用位势的贡献
%

拓扑荷为 : 的瞬子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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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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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嵌人瞬子 7以 石? Φ
,

朴?Φ
, 又扩Φ 作为同位旋算符 9的情况不

一样的7分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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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荷为 : 的瞬子组态对真空跃迁幅的贡献为Ι’, &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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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7下9为非零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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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式
,

只要把其中的同位旋代以 78 9式意义下的同位旋
,

就可以求出在拓扑荷为 : 的

瞬子背景场中的量子涨落非零模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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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在矢量场含有一组
, Ε 和一组

‘ Ε Φ 的

多重态
,

由
’Ι ∗ ∃∃ ϑΙ 的公式得非零模因子

本文  ! Η 年 ! 月 8 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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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产。为重整化参数
, 。 7Ι9 的值在文献〔们中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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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计算零模因子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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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理论
,

;6 789群的拓扑荷为 : 的组态共有 :! 个

零模=8Κ
%

但是
,

瞬子场7∀9 式代表四个粘在一起的单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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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这 8 个参数
,

可以分别求出 8 个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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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计算了四个瞬子粘在一起时的 8 个零模
%

为了求出全部零模
,

还需要计算四个

瞬子各自独立变动时的零模
%

由于只有当四个瞬子粘在一起时有精确解7 9 式
,

当四个

瞬子各自变动时没有显示形式的精确解
,

因此不能用通常方法求出这些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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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

给出一种处理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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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式形式上和四个互相远离的单瞬子的涨落零模因子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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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平移零模也可以用同一方法处理
,

得到和平移有关的零模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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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荷为 : 的组态相对于四个远离的单瞬子组态对真空跃迁幅的贡献是可以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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