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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凝聚态、电磁学和引力中的多值场论给出了多值场论的基本框架，并通过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对此理论
加以了详尽的阐述。
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包含一个新的具有奇异性的规范场。
这个规范场为某个曲面上的δ函数，该曲面的形状是任意的，只有该曲面的边界具有物理意义，理论
在曲面形变下的不变性可看作是一种新的规范对称性。

在本理论中多值映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此，我们可以从自由物质的物理定律推导出与规范场耦合的物质的物理定律以及带挠率的引力
理论。

凝聚态、电磁学和引力中的多值场论可作为研究人员、研究生学习掌握相变理论、量子场论、引力理
论以及微分几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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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与注记索引《现代物理基础丛书》已出版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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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式（8.27）中的磁单极规范变换所显示的事实是，当存在磁单极时，规范场Aa必须
是一个周期变量，在每一点x上对任何整数n，Aa（x）与Aa（x）+gn是一样的。
 在此处，我们需要再次强调（这点对于已经读过前面几章的读者来说当然都是很清楚的），涡旋规范
变换与式（8.23）中原始的规范变换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有时候会在文献中看到一些错误的概念【7
，8]，即由于狄拉克弦可以通过以下变换来实现移动： Aa→Aa+gaΩ， （8.30） 其中，Ω为弦所扫过
的球面角，因此此弦的不可见性或许与电磁规范不变性（连同波函数的单值性）是有联系的。
毕竟，如果令A=gΩ的话，式（8.30）与式（8.23）形式上确实很像。
然而，这样的讨论是无效的，因为此球面角是一个多值函数，它不满足式（8.24）中的可积条件，因
此，不管式（8.30）的形式怎样，它都不是一个规范变换，这样一个论断同时也是因为它改变了沿狄
拉克弦的磁场，有时候，式（8.30）也被称为是“奇异规范变换”或“广义规范变换”。
这样一种术语其实很容易引起误解，我们必须避免加以使用，毕竟，如果我们允许式（8.23）中有这
样的“奇异”（即不可积）变换∧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从Fab≡0得到任意的Fab，这样的话，在
此变换下所谈论的物理肯定不再是不变的了[8]。
 这两个规范在概念上的完全独立性其实很容易从第4.6节中所讨论的例子中看到，在此例中并不存在普
通的规范不变性，而在曲面S的形变下的不变性却对正确获得电流环周围的磁场至关重要。
磁单极及其电磁相互作用系统的配分函数由如下泛函积分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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