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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包含 s夸克的强子称为奇异强子，它与梭子相互作用的 究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在指出 

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后，从实验却理论两方面介绍奇异强子(主要是 K 舟子和超子)-9核子相互作 

用的研究现状及方法等，包括运动学和动力学机制、舟子交换模 型和夸克模型解释诸方面的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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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们对于强相互作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研究强子 强子相互作用得到的．早期．强相互作 

用 主要是指核子 核子(NN)和 介子 核子OrN)相 

互作用．奇异性自由度的发现．大大扩展了传统核 

物理的研究内容．强子 强子相互作用的研究也扩 

展到奇异介子(如 K介 子)核子 (KN)以及 奇异重 

子(超子)核子(YN)相互作用．对于后两者的研究 

使传统核物理的研究比以前更加丰富，从而大大深 

化了人们对强相互作用的认识． 

研究奇异强子与核子相互作用 的重要 意义在 

于：(1)作为NN和 r．N相互作用研究的重要补充； 

(2)YN 和 KN相互作用是研究奇异强子与原子核 

构成的束缚态 (超核)和散射态(K 核散射)的重要 

输入量；(3)YN和 KN相互作用是研究和检验符合 

QCD思想的各种模型理论和有效理论的重要判据． 

本文拟对KN以及 YN相互作用这两方面的国际研 

究现状作一简要地介绍和评述． 

2 K介子与核子的相互作用 

2．1 一般讨论 

随着实验上高质量 K介子束流的实现，K核物 

理已有相当的发展．K介子与核子的相互作用，即 

KN相互作用．是奇异介子一核子相互作用中最基本 

和晟重要的相互作用． 

K 和 K—N 具有 十分不 同的特点．K N 系 

统( 一 1)可以熔合形成 y 共振态．其形成截面 

很 大(对 于 1O0<Ex <500 McV 能区，总截面 不 

小 于 30 mb)．在这 点上 K N 相互作用有些类似 

N相互作用，形成Ⅳ 共振态．但是，K 相互作 

用 却完 全不 同．在 中低 能 区 (P < 800 MeV／c) 

K N相互作用相当弱(总截面不大于 10 mb)．由于 

没 有正反夸克湮灭 ．K—N系统不容许形成三夸 

／(Oev·c一 ) 

囤 ] K P的总截面‰ 随^射 K介子动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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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态 y ，而只能形成 S一+1的五夸克态 z 

这里的讨论与实验结果是一致的．由图 l给出 

的总截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K P和 K P的差别：低 

能 K p截面相当大(平均截面约为 40 mb)并有丰 

富的共振结构，而低能 K P截面小好几倍(约 10 

mb)且基本不 随能量变化．回顾 N 散射 ，并未 看 

到 一 与 —N有这样大的差别．总之，K N 相互 

作用与 N相互作用类似，而 K N相互作用在核 

物理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2．2 同位旋分析 

我们将 KN 系统无耦合表象 中的基矢记为 

1 Ⅳ)，即1K P>，IK >，1K。P>，IK。n>，以及 

IK。P>，IK。 >，IK P)， K n)，而将耦合表象中 

的基矢记为 I，，， ，S)．这里 ，为总同位旋，，。为总 

同位旋第三分量，S为奇异数．由于 K介子和核子 

的同位旋均为 1／2，总同位旋 ，只能取 0和 1两个 

值，即同位旋单态和三重态．这样共有 8个可能的 

耦合基矢： 

lK )一 51，1，1>． 

J + )一— fo，。，1>+ — I1，。，1)， 
2 ： 

IK。p)一一— {。，。．1)+—11Il，0，1)， 
√ 2 

fK )一 I1． 1，1>， (1) 

IK。P)一 I1，1，一 1)， 

l 。n)一 一— 1 0，0， 1)+ — Il，0， 1>． ~／
2 ~／2 

IK P)一一— 1 0，0，一1)+ Il，0．一1>， 
v 2 Z 

IK一 一 Il，一 l，一 1)． (2) 

虽然总同位旋态I，，，。，S)并无法在实验上实现 

(这与自旋态的耦合是不同的)，但这里的展开公式 

仍是很有用的．在同位旋守恒严格成立的情况下 

(忽略库仑力和强子不同电荷态的质量差)，利用耦 

合基矢来讨论弹性散射振幅或电荷交换散射振幅会 

带来许多方便．下面就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在电荷无关假定下，同位旋 ，是好量子数，可 

以用来标识 KN散射过程．或者说，KN相互作用 

在 同位旋空间幺正变换下是不变的．由无耦合态 

KN)到I Jv>的截面由跃迁矩 阵元 (K Jvf l 

KN 决定(假定有关的运动学条件和 自旋态已给 

定)．通常假定跃迁算符 丁是同位旋空间中的标量， 

即在耦合基矢l ， ，S)和lJ． ，S、之间的矩阵元 

是对角的： 

，’，，3’，S I7’l，，，3．S 。：f(i，Sj“ ， 

t 3) 

其中的第 3个 函数 是为了标明强相互作用的 

奇异数守恒要求 ．f(i，S)是相应的散射振幅． 

由于 KN系统总同位旋 ，只有 。和1两个本征 

值 ，所以这里 非零 的散 射振 幅有 4个 ，分 别记为 

一； ，(1，一1)，厂0 E ，(o，一1)，f E 厂(1，1) 

和 厂o 厂(o，1)．于是 ，利用(3)式和(1．2)式可 以 

得到 ： 

1 

f(K rl— K—n)一÷(厂! + 一)， 
L 

f(K p— K p)一 f
．  

， 

1 

f(K n— K。P)一÷(厂 一 )， (4) 

f(K P— K—p)一÷( + )， 

f(K n K n)一 一， 

f(K—p一 瓦hn)一 ( 一一 )， t5) 
‘ 

以及其它类似关系． 

对于 2—3 GeV以下能区的弹性散射和电荷交 

换过程已完成许多实验测量，积累了不少关于总截 

面、微分截面以及极化的数据．K n弹性散射截面 

是由K d散射实验得到的，进而利用【4)式分离出 

同位旋，一0和，一1道截面．K N实验数据的主要 

特点是： 

(1)在实验室动量 P <550 MeV／c的低能区， 

同位旋 J一1遭总截面远大于 J—O道总截面 ，并且 

几乎完全是 渡的贡献( 一0)． 

(2)在 800 MeV／c以下，K N微分截面基本上 

是各向同性的．这与上述，一1道 s波占主导地位是 

一 致的． 

(3)由s波直到 一4的K—N弹性散射分被相 

移都已被很好地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同位 

旋三重态 渡显示出强排斥特征，而同位旋单态 

波则为弱排斥． 

L4)当人射 K 介子动量 P ≈ 55o MeV／c(相 

应动能为E 一≈ 250 MeV)时，非弹性过程开始发 

生 ，主要是 K一+P— K 1-N+ 过程，但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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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 +>650 MeV时，非弹性道变得重要，包 

括 K +P— K +△．不同能区的K N分波振幅已 

被参数化成数据表格 ．可方便地作为研究 K 桉 

散射的输人量． 

用低能 s波 K—N散射实验数据，可以像计算 

N散射长度一样求出 K—N的s波散射长度为 

d = 一 0．33 fm ． 矿 = 一 0．03 fm 

这与上述同位旋三重态 波(强排斥)和同位旋单态 

5波(弱排斥)的特点是一致的． 

对 于 K一介子与质子和中子 (实际用氘核)弹-陛 

散射 ，平均截面约为 4O mb，这是典 型的强子过程 

截面值．存在丰富的s=一l的y 共振态，主要有 

A (1405)，A (1520)， (1385)和 (1660)，以 

及若干能量更高的超子激发态． 

K～N弹性散射的最大特点是弹性道与非弹性 

道耦合在一起．这是由于非弹性道阈能很低的缘 

故．例如 ： 

(a) K一+ P— K。+ n一 5MeV ， 

(b) K一 + P一 一 A + 180MeV ， 

(c) K一+ P— + ∑一+ l00 MeV． 

(d) K一+ P— 一+ ∑ + l00 MeV， 

(e) K一+ P一 + ∑。+ 100 MeV． 

这些过程的中间态可 是超子激发态．对于非弹性 

过 程(c)、(d)和(c)，中间态可为 A (1405)，这是 

同位旋为 0的S波共振态．n (1405)和三 (138j) 

是能量最低的共振态，常分别记为 y 和 y (下标 

表示同位旋)． 

上面5种非弹性过程与弹性过程强烈地耦台在 

一 起，因此，对 K—P散射的理论分析需采用所谓 

“多道分析方法”is]．由这种方法得到的等价 K—P单 

道散射长度(fro)为 

dK一。一 (一 0．67+ i 0．64)， 

K一 一 (一 o．37+ i o．60)． 

在应用于原子核时，常采用同位旋平均K—N散射 

长度 

K—N 

1 ( 
K一 + K一 ) 

≈ (一 0．15 I i 0．62)． 

最近由K一氢原子实验数据导出的结果是 ： 

dK一 = (一 0．78 1 0．15± 0．03)+ 

其中括号内后二项分别是实验统计误差和系统误 

差．这些实验值是检验关于 K—N的一切动力学理 

论的重要依据．注意~2K-N是复数，其虚部反映弹性 

道与非弹性道的耦台，这是与 K N散射长度不同 

的．也正是由于这种耦台，对 K N弹性散射的相 

移分析需要与上面 5种非弹性过程同时进行．这 6 

种过程的低能实验数据见图 2．这些数据也是检验 

K—N动力学理论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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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低能 K—p6种过程的实验数据及唯象拟合曲线 

2．3 动力学模型 

核子一桉子(NN)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模型，包括 

介子交换模型和夸克势模型，都可以用来作为KN 

相互作用的动力学模型． 

KN相互作用的介子交换模型 类似于 NN情 

形，不同之处在于j(1)KN相互作用不存在单 

交换，从而短程效应更为重要；(2)不存在张量力； 

(3)对 K一-＼相互作用贡献最大的是矢量介子(p和 

)交换． 

KN相互作用的夸克势模型。。。 由下述啥密顿 

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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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宴蕞+ +善 s， 菩 雌秆 
其中．前两项分别是 u．d夸克(或反 u，d夸克)动 

能项和s夸克(或反 s夸克)动能项，后两项分别是 

夸克间的单胶子交换势和禁闭势．可采取不同方法 

求解 5夸克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而得到 KN相互作 

用势．文献[】1]中给出了一组便于应用到 K 核散 

射的K—J＼二体势．由这组简单二体势拟台 K N散 

射相移实验数据，结果与由复杂数值计算得到的结 

果约在同一水平． 

在夸克层次上的 KN相互作用动力学模型还有 

夸克袋模型和手征对称性破缺夸克模型_1 ．此外． 

也利用手征微扰论进行了若干研究_1 -173 

3 超子一核子相互作用 

3．1 一般讨论 

在包含超子的碰撞过程中奇异数守恒．迄今仅 

对 A N 相互作用 了解得相对多一些，∑一N 相互作 

用次之，对 巨一N 和 n N相互作用则知之甚少． 

研究 YN相互作用的 目的主要是：(1)了解强 

相互作用自身的性质和动力学．例如奇异重子(超 

子)和非奇异重子与桉子(或核)的强相互作用是否 

有所不同．(2)有助于 丁解包含超子的原子 核(超 

核)的结构．(3)有助于了解星体(特别是中子星)的 

结构．一般认为中子星内部深处存在奇异强子或奇 

异夸克物质 ．对此将另文介绍． 

3．2 YN散射实验数据 

对桉子 桉子(NN)二体系统，存在着丰富的实 

验数据．包括各种散射截面和各种 自旋观测量(极 

化度、分析本领等)，使我们可以通过相移分析得到 

确切的 NN散射 自旋相关分波振幅．此外，二体 np 

束缚态——氘桉的存在提供了进一步的NN相互作 

用信息．特别是张量力(s )的信息．然而，相应的 

AN或 ZN束缚杰却尚未肯定是否存在 ．关于超 

子 核子(YN)散射，实验数据也极端贫乏，只有一 

些低能总截面和少量的微分截面、很高能量下的 

Ap总截面，以及 ∑一p—A 过程极化度和左右不对 

称度等方面的数据．实验学家们正在努力获取有关 

YN散射的新数据． 

实验方面的困难主要是超子寿命短(约 10一” 

K n— A ． n— AK一． 一p— AK。， 

— AK ． NN — A(NK )． K P一 巨 K 

KN 一 ∑ ， N 一 ∑K ． 7p一 ∑K一⋯ ． 

例如可以选取其中的 p— K’A过程．这样产生的 

A要在衰变前再与附近的质子碰撞才能发生 Ap散 

射事件．一次实验只能找到几个或几十个这种事 

件．又如 ∑ p一∑ P弹性散射，迄今总共才积累了 

1 21个事件．这比NN散射积累的数据少千百倍． 

YN散射实验数据少且误差大的情况使 YN散射不 

能完全采取 NN散射的研究方法．例如，由于实验 

数据少 ．不允许 YN相互作用包含像NN势那样多 

的可调参数． 

在图3中汇集了YN散射及 NN散射总截面的 

实验数据-”J．注意 YN截面的误差棒相当大．尽管 

如此．这些仍然是验证 YN相互作用理论的宝贵数 

据．对 Y 散射也可以像 NN散射那样提取出自旋 

单态散射长度 n和自旋三重态散射长度。 以及相 

应 的有效力程 和 ，如表 1所示．YN数据 比 

NN数据的不确定性大许多．文献E2o3对 ZN给出 

了两种理论模型的结果． 

表 1 YN与 NN的散射长度和有效力程(单位：fm) 

现在介绍一下有关超子产生和YN反应实验的 

某些运动学知识，它们在超核物理中是很重要的． 

首先注意以下各种 YN强相互作用反应过程： 

(a) P+ ∑一一 n+ A 

(b) n+ = 一 P _-A 

(c) P+ E一一 2A 

(d) n+ 邑。— 2A 

(e) P+ n — A + 

(f) n+ n — A + 量 

(△E = 81 M eV)． 

(△E 一 75MeV)． 

( E = 28 MeV)． 

(△E 一 93 MeV 1． 

(△E = 180 MeV) 

(△E 一 1 74 MeV) 

+ 关 于存在双重于或六寺 克束 缚态的可能性 ^们从变骑 l。和 

理论上做了不少探索工作 ．但尚无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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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括号内的 △E值表示该反应 释放的能量．可 以 

看到(c)和 (d)两种反应 释放的能量最低，平均约为 

26 MeV．如果这两种反应发生在由质子和中子构 

300 

200 

100 

_皇 
嚣 

0 

200 

100 

0 

成的核物质内，其中核子动能有一定分布．则能量 

涨落使反应(c)和(d)可在正反两个方 向发生 ．结果 

A和 巨一．巨。超子有可能停留在核物质内． 

700 900 

nP— np ＼ pp— PP 伸 一  ^口’ ￡0P 

：上j： ． 、 

＼  

l_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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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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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八射动量 P b<60C MeV,,"c的 NN和 YN散射 邑截面 

宴线是由单玻色于交换模型得到的理论拟音 线 

假定人射粒子、静止靶粒子、所产生的超子和 

剩余粒子的质量分别为 ， ， 。， ；，则超子的 

反冲动量 尸 与人射粒子动量 R 之间的关系可由能 

量动量守恒关系确定为 

P = f Pi c。s 一 { c。s口( + 

! P )一^[( +一P )· 

( 一一 P )+ 4 m c0s ] 。1， (7) 

其 中 为 出射 超子 与入射 方 向的夹 角， = 
_ _ _ _ _ _ _ _ — — _ _ _ _ _ _ _ _ _ _ — — — —  

Pf+m +m ，̂ ±兰^±r／2 3．P1 三√Pi+ i． 

根据(8)式图 4中画出了在可 产生超子的各 

种反应中，超子反冲动量与人射粒子动量的关系曲 

线(取 口=0) 由图中看出 如果入射粒子的动量和 

所涉及的 4个粒子的质量满足一定条件，则产生的 

超子动量可能为零，即所产生的超子是静止的．与 

此对应的入射粒子动量的数值被称为魔幻动量．魔 

幻动量 P 的表达式也可由能量动量守恒关系求 

得 ： 

P 一 —v／
—

(
—

b：
—

-

— —

a a)
一

(c2-
—

a
—

a)
， (8) 

其中，n为靶粒子与所产生龆子动量之差的绝对值． 

6和 分别为人射粒子与剩余粒子之差与和的绝对 

值 ．例如对于K—n—An一反应 ．魔幻 动量为P⋯ 

，_ f(：【V r～- 

圈 4 在各种产生超子的碰撞过程中，超于反冲动量与八射 

粒 子动量之间 的关系 

加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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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MeV／c．实验上已经实现利用此条件产生 A 

超核．即利用K一介子以该魔幻动量撞击束缚在原 

子核内的中子，从而使得所产生的A超子几乎不动 

地停留在核内并进而形成超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的反应 K—p—A1．由于末态同位旋为 0，可能 

形成的中间共振 态为 A’．这对 于研究低能 1 A相 

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 

3．3 某些对称性结果 

YN相互作用信息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1) 

YN散射实验数据(数量少，质量差)；(2)由有关 

超核的束缚态和散射态实验数据提取 YN相互作用 

信息；(3)利用昧SU(3)或 SU(6)对称性得到一些 

有用的关系式，从而弥补实验数据的不足． 

下面对第(3)点做一简单介绍．首先，SU(3)对 

称性在重子一重子散射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假定 

重子 重子二体系统的自旋单态截面 和自旋三重 

态截面 可以分离开，则可以导出满足 SU(3)对 

称性要求的各种重子一重子散射截面之间的关系． 

对 渡( 一0)有 ； 

c(∑ P一 ∑一P)= o(rip— np)， 

3 o(∑一P— An)= 。(∑一P一 ∑0 n)， 

18 。(Ap— Ap)一 3 0(∑一P一 ∑一P)十 

15 0(∑ P一 ∑ P)一 5 。(∑一P一 ∑。n)， 

2 L(Ap— Ap)= 3 1(∑一P一 ∑一p)一 

1
(∑一P一 ∑ P)+ 3a1(∑一P一 ∑。n)， 

。(虽一p— 亘。n)： o(亘一P— E。A) ： 

(虽一P— AA)一 2：6：9． (9) 

利用这些关系式．原则上可由某些截面推算出另一 

些截面 由于在计算中采用介子和重子质量的实验 

值 ．这就破坏了 SU(3)对称性 ，上述关系式实际上 

只是近似成立．然而，对于为数不多的自旋平均的 

Y 实验截面，在进行理论拟合时这些关系式可以 

使工作太为简化． 

回顾 NN相互作用的介子交换模型知道，可以 

由拟合丰富的NN实验数据很好地确定棱子一棱子 

介子(NNM)以及核子 介子(NaM)耦合常数．对 

于YN相互作用，也必须确定与奇异强子有关的耦 

合常数．这些奇异强子包括 K和 K 介子、A和 ∑ 

超子 以及 自旋 3／2的超子激发态 Y (1 385)等 在 

YN实验数据少而且精度差的情况下，确定费曼图 

中包含奇异强子顶角的耦合常数时不得不借助于对 

称性 ：昧 SU(3)或 SU(6)一SU(2)自 ×SU(3) 对 

称． 

利用SU(6)对称性可以找出不同耦合常数之间 

的关系 ．例如，矢量介子(v)与超子的耦合常数 

满足 以下关系： 

g ̂ 2 g 1 2 g 1 

一了 ’ 一 i ’ 一 

g ̂ 、，2 g j 

一丁 ’ 

其中g w是已知的矢量介子与核子的耦合常数．这 

些关系式实际上也是近似的．因为在利用耦合常数 

构造 YN相互作用势时，使用介子和重子质量的观 

测值 ，这使对称性成为破缺的．然而利用这些关 系 

黄使 YN势中仅包含很少几个可调参数就可 拟合 

现有的 YN实验数据． 

3．4 YN相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核子一核子(NN)相互作用的主要理论模型几乎 

都被推广到超子一核子(YN)相互作用中．这些模型 

包括介子交换模型和夸克模型．此处将不重复内容 

相近的细节 ，仅指出 YN相互作用的一些特殊之处 

以及 YN理论模型的现状． 

关于 YN介子交换模型．交换那些带有奇异性 

的介子(如 K，K’和 )是必需考虑的 ，这些介子在 

NN相互作用 中并不需要．El前流行 的 YN介子交 

换模 型 有 两 类 ，即 Nijmegen模 型 一和 Bonn— 

Julich模型口 ，其共同特点是都建立在单玻色子 

交换模型基础上．而交换的玻色子有所不同 ： 

d 一 0一 

一 1一 

．， 一 0 

-， 一 2 

J 一 0一 

d 一 1一 

一 0 

． ， ．
K ． 

p．Ⅲ， ．K ’． 

a。．E．f。，K2． 

a 2．99 r2，r2．K 

． K ． 

p，[f]．K ． 

(550)， 

其中的粒子可在粒子物理手册中找到 ．第二个不 

同点是 Nijmegen模型借 助味 SU(3)对称性关 系． 

而 Bonn Julich模型借助 SU(6)对称性关系．第三 

个不同点是后者考虑 AN道和 Y．N道的耦合一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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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不考虑． 

每一种模 型都 还有不 同的形式 ．如 Ni)megen 

模型就有硬芯形式和软芯形式，以及 D型和 F型之 

分．新近的 Nijmegen软芯模型有6种不同版本．即 

a．b．c，d．e以及 ．不同类型的 Nijmege11模 型 

可以给出很不相同的结果，如表1中关于 EN散射 

长度和有效力程的计算值．Bonn Julich模型也有A 

和 B两种形式．模 型 B是模 型 A的深化 ，即再 附加 

上包含 △和 y’中问态的高阶过程 ，如图5所示 (对 

AN相互作用)． 

到̈{ 

N 

1 
D 

● ● ● ●  

K K‘ 

N 

r} 
～ 

(c)

^ N 

(d1 

A N 

ce)

A N 

cf) 

、 

图5 Bonn—julich模型B中 AN相互作用的介子交换图 

注意在图5中 介子 交换仅出现在有 中间态的 

高阶图中，并不出现在一阶图中．这是与NN相互 

作用的根本区别．实际上，A超子同位旋为0．由于 

同位旋守恒，它不可能发射同位旋为l的 介子．所 

以 AN —AN 道相互 作 用 中不存 在 单 交 换 

(OPE)，从而不存在长程力．这样摄轻的交换介子 

是 K(494)。其次是 1(j47) 及似乎存在的标量介 

子 D(约550)等，K介子质量约为 Ⅱ介子质量的3．5 

倍 ，相应 的力 程 比 OPE力程 短得 多(1／m ≈ 1．4 

fm，l／m ≈ 0．4 fm)．另外，由于奇异量子数守恒， 

如果核子 N发射一个 K介子，它将转变为 A超子 

(图5(b))，或者到达 y’中间态，再交换 K介子回 

到核子态 (图5(f))．双 K介子交换对 应更短的 AN 

力程．这是对应奇异数 S一一l的情况．对于 S一 

一 2的情况(如 巨N或 AA相互作用)，奇异介子交 

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YN相互作用的夸克模型， 。 的基本思想与 

NN夸克模型是一样的，大多是把 NN和 Y 合在 

一 起讨论．相互作用的短程部分用夸克势模型来描 

述．而中、长程相互作用多仍由介子交换模型来描 

述．在文献[31]中，交换的介子包括J 一0和J 一 

l一的各种介子．并且介子直接与夸克耦合．理论结 

果非常好地符合图3的NN和YN全部总截面曲线． 

应该指出，不同理论模 型对于 YN相互作用给出的 

结果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而在另一些方面又 

相当一致．例如，YN相互作用中的自旋 轨道耦合 

力 ∞(YN)与NN 自旋 轨道耦合力 V (NN)之 

比．介子交换模型的结果是 

Vs0(NN)： s0(AN)： ∞ (EN)一 l：0．2：0．8 。 

而夸克势模型的结果为【“： 

Vm (NN)：Vso(AN )：Vs0(EN)一 l：0．2：0．7 ． 

两者很接近．原因可能是两种模型中都是味SU(3) 

对称性起着主导作用 ． 

4 结束语 

本文引言中已衙要指出研究奇异强子与核子相 

互作用的三方面重要意义．作为结束语，这里只打 

算谈一下上述第二方面的某些问题，即奇异强子与 

核子的二体相互作用如何与奇异性核多体系统(散 

射态和束缚态)联系起来． 

关于散射态，在人们摄关心的中能区(100一 

l 000 MeV)，由于 K—N和 K 具有十分不 同的 

相互作用强度．K介子进人原子核内具有十分不同 

的平 均 自由程 (̂对 K一． ≈̂ l fm；对 K一． ≈7 

fm)，从 而核对 K一呈强吸 收，对 K 呈弱吸收．这 

种截然不同的性质 可用于研究核性质的不 同侧面 ． 

K一和 K 分别称为核的面探针和体探针．K 在核 

内的平均自由程约等于重核半径．可见 K 在核内 

是相当自由的．核内的K N作用可近似用自由K 

N作用代替(冲量近似)．K 与核内 个核子相互 

作用的总和就是 K 核相互作用(光学势)．从而可 

计算 K 一核散射截面 ．可见尽量精确知道 K—N 

二体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束缚态，由于超核实验数据 比YN数据 

多，有时由超核实验能谱反过来唯象地研究超核内 

的YN剩余二体作用(扣除平均势) ]．从介子交换 

模型的观点研究超核，核内的NN和 YN二体作用 

由交换 和 u等介子来表示．因此，合理地确定与 

超子有关的(等效)耦合常数是重要的一 j． 

^●●●●●J●●●● A 
㈨ 

N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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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奇异性束缚态和散射态 ，奇异性强子物 

质和夸克物质，连同奇异性二体系统本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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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s between Strange Hadron and Nucl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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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e try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key issues regar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strange hadron 

and nucleon，which relate to the kinematics and dynamics mechanism ，meson exchange model and quark 

mode1．Starting fr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main research goals，we focus on the status of experimen 

t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s of kaon—nucleon and hyperon nucleon interactions．which mav be consid 

ered to be a necessary basis for the studies of nuclear physics with strang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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