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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为了帮助理论家的分析、解释和提取有关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强相互作用的新认识提供宝贵
的资源，帮助读者掌握该领域的基本物理问题、理论方法和实验成果，特别是使读者了解该领域国际
前沿的研究现状所编写的。
全书共分6个专题，分别对奇异粒子性质、奇异粒子与核子的二体相互作用、奇异性散射态、奇异原
子与强相互作用等作了介绍。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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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论述包含奇异性（s夸克）的强子与原子核的基本性质。
奇异性自由度为原子核物理打开了新的维度，极大地丰富了核物理的研究内容。
本书内容涉及奇异粒子性质（第1章）、奇异粒子与核子的二体相互作用（第2章）、奇异粒子与原子
核的相互作用——束缚态（第3章）、奇异性散射态（第4章）、奇异原子与强相互作用（第5章）、奇
异性夸克物质和奇异性强子物质（第6章）。
    本书可作为原子核物理、粒子物理、理论物理等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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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奇异粒子的基本性质　　1.6　小结及其他　　1.作为以后章节的预备知识，本章主要介绍
了奇异强子的质量、磁矩等基态性质，并结合朴素夸克模型做了说明。
对相关的产生和衰变过程、强子多重态的群论分类，以及重子谱等也做了简要介绍。
其中重点由组分夸克模型对重子谱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分析。
实际上，除了组分夸克模型外，还有其他重子结构模型。
例如袋模型，其中由袋边界约束条件表示夸克禁闭，袋边界内的流夸克（不是组分夸克）间只有微扰
作用（渐近自由）。
　　2.本章前四节大多没有涉及强子物理的研究现状。
实际上，强子物理本身是正在发展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奇异强子和非奇异强子是检验强相互作用基本理论——量子色动力学（QCD）的最小物质体系，但目
前仍不能用QCD理论定量的描述强子内部的夸克一胶子结构，甚至强子内部的有效自由度还不能确切
了解。
与此同时，许多符合QCD要求的等效模型理论发展起来。
除组分夸克模型、袋模型外，还有NJL模型、孤子模型、以及QCD求和规则等，由这些模型再演变发
展出来的模型。
例如，组分夸克模型下组分夸克间的相互作用也还有不同选择。
除了单胶子交换相互作用外，（如第5节提到的）在手征对称性自发破缺概念基础上也发展了夸克间
相互作用由交换Goldstone玻色子来传递的模型。
也有的模型认为Goldstone玻色子交换和胶子交换都对夸克相互作用有贡献。
低能QCD等效场论研究表明，上述各种唯象的重子结构模型几乎都可由QCD在不同近似下得到，因
而很难说哪种重子结构模型更好、更接近实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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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奇异性核物理》是为了帮助理论家的分析、解释和提取有关物质深层次结构和强相互作用的新
认识提供宝贵的资源，帮助读者掌握该领域的基本物理问题、理论方法和实验成果，特别是使读者了
解该领域国际前沿的研究现状所编写的。
全书共分6个专题，分别对奇异粒子性质、奇异粒子与核子的二体相互作用、奇异性散射态、奇异原
子与强相互作用等作了介绍。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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