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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量子路径积分的方法，分析了高能重离子碰撞产生的高重子数密度粒子发射源的２Ｋ

和２π干涉学（ＨａｎｂｕｒｙＢｒｏｗｎＴｗｉｓｓ，ＨＢＴ关联）。利用相对论流体动力学描述源的演化，采用的状

态方程包含ＱＧＰ到强子相的一级相变和对强子气体的体积修正。在２π关联的计算中考虑了激发态

粒子衰变和多重散射效应，并将其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与传统热冻结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对比。计

算表明，早期化学冻结产生的Ｋ介子的ＨＢＴ关联半径比２π关联的ＨＢＴ关联半径小。激发态粒子的

衰变使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增加，而多重散射对ＨＢＴ关联的结果几乎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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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高能重离子碰撞的一个主要物理目标是探测新

的物质态———夸克胶子等离子体（ＱＧＰ）。理论上预

言，碰撞产生的系统如果温度很高或重子数密度很

大，有可能产生ＱＧＰ
［１］。２０００年开始运行的ＲＨＩＣ

实验，每核子核子碰撞的质心能量高达２００ＧｅＶ。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核核碰撞大的穿透效应，产生

的是一个温度极高但重子数密度近似为零的系

统（粒子发射源）。ＲＨＩＣ的实验结果已表明，在

核核碰撞的早期确实产生了强耦合的ＱＧＰ
［２，３］，人

们因此也希望在高重子数密度区域探测到ＱＧＰ。

２０１６年，德国ＧＳＩ实验室的ＦＡＩＲ（反质子、离子碰

撞研究的设备）即将投入运行［４］。ＧＳＩ上每核子的入

射能量约为３０ＧｅＶ。在这种能量下，由于核核碰

撞的阻塞能力很强，会产生重子数密度很高的系

统，这将为人们研究高重子数密度ＱＧＰ的产生提供

实验条件。

高能重离子碰撞产生的粒子发射源随着源的膨

胀和温度降低，将从化学冻结（粒子数不再改变）［５］

演化到热冻结（ＴＦＯ）（粒子可以自由运动）
［５，６］。两

粒子干涉学，也称ＨａｎｂｕｒｙＢｒｏｗｎＴｗｉｓｓ（ＨＢＴ关

联）效应，通过测量末态两全同粒子的玻色爱因斯

坦关联，能给出粒子发射源的时空结构等信息［７，８］，

目前该方法已广泛应用于高能重离子碰撞的研究

中。传统的观点认为，ＴＦＯ之前源内粒子间的多次

碰撞使粒子丧失了对以前时空的“记忆”，因此，干

涉学测量的是源在最终ＴＦＯ时刻的时空结构。根据

这个观点，随着碰撞能量的增加，粒子发射源的

ＨＢＴ关联半径应明显增大，但ＡＧＳ，ＳＰＳ和 ＲＨＩＣ

上的实验数据显示，ＨＢＴ关联半径随能量的增加仅

有略微的变化［９，１０］。因此，人们有必要重新认

识ＨＢＴ关联的测量结果，该结果给出的究竟是源在

什么时候的分布？另外，系统从化学冻结演化

到ＴＦＯ的过程中，被测粒子（例如π介子）将受到激

发态粒子衰变和媒介粒子多重散射（ＭＳ）的作用，

这些作用将会对ＨＢＴ关联的半径和寿命等产生影

响；而Ｋ介子，从早期化学冻结产生直到热冻出，

中间很少会受到激发态粒子的影响，也不与其它粒

子发生反应［１１］，研究Ｋ介子的关联将有助于人们了

解源的早期情况。因为ＨＢＴ关联是个单纯的量子效

应，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研究两粒子关联，对人们

正确认识ＨＢＴ关联的结果和源的演化就显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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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１２，１３］。

文献［１４］研究了ＲＨＩＣ能量上零重子数密度和

ＡＧＳ能量上低重子数密度粒子发射源内激发态粒子

衰变和ＭＳ对ＨＢＴ关联半径的影响
［１３］。文献［１５］分

析了兰州ＨＩＲＦＬＣＳＲ能量区较高重子数密度粒子

发射源的干涉学。本文将对未来ＧＳＩ能区产生的高

重子数密度粒子发射源的干涉学进行研究，分析在

这种情况下，源内激发态粒子衰变和ＭＳ对ＨＢＴ关

联半径和寿命产生的影响。通过对π介子和Ｋ介子

干涉学结果的比较，研究粒子发射源的时空演化。

本文首先对高能重离子碰撞中广泛应用的相对

论流体动力学作了简单的描述，讨论了ＱＧＰ相到强

子相一级相变的状态方程及强子气体的体积修正。

然后用量子路径积分的方法计算了２Ｋ和２π关联，

并根据ＧｌａｕｂｅｒＭＳ理论
［１６］，研究了ＭＳ和激发态粒

子衰变对２π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的影响。最后给

出了计算结果并进行了讨论。

２　相对论流体动力学方程

相对论流体动力学广泛应用于高能重离子碰撞

的研究中，它包含局域能量动量守恒和净荷（重子

数，奇异数等）守恒［１７，１８］。在我们的计算中，采用

局域能量动量守恒和净重子数守恒。这些守恒量的

连续性方程为［１７，１８］

μ犜
μν（狓）＝０， （１）

μ犼
μ
Ｂ（狓）＝０， （２）

其中，犜μν（狓）是流元素的能量动量张量，狓是流元

素在质心系中的时空坐标，犼μＢ（狓）＝狀Ｂ狌μ是净重子

数的四维流密度（狀Ｂ是净重子数密度，狌μ＝γ（１，

狏）是流元素的四维速度，γ≡（１－狏
２）－１／２）。（１）式

中的能量动量张量可表示为［１７，１８］

犜μν（狓）＝［ε（狓）＋狆（狓）］狌μ（狓）狌ν（狓）－狆（狓）犵μν，

（３）

其中，狆和ε是流元素的压强和能量密度，犵μν是矩阵

张量，对角元素为（＋，－，－，－）。

从局域守恒方程（１）和（２）可以得到球形源的运

动方程［１７，１８］：

狋犈＋狉［（犈＋狆）狏］＝－
２狏
狉
（犈＋狆）， （４）

狋犕＋狉（犕狏＋狆）＝－
２狏
狉
犕， （５）

狋犖Ｂ＋狉（犖Ｂ狏）＝－
２狏
狉
犖Ｂ， （６）

其中，犈≡犜
００，犕≡犜

０狉，犖Ｂ≡狀Ｂγ。在以上的３个方

程中，有４个变量ε，狆，狏和狀Ｂ。为了得到运动方程

的解，需要知道有效状态方程狆（ε，狀Ｂ），它可以给

出ε，狆和狀Ｂ之间的关系。如果知道了有效状态方程

和系统的初始条件，利用ＨＬＬＥ机制
［１９］和Ｓｏｄ方

法［２０］就可以得到方程（４）—（６）的解
［１７，１８，２１，２２］。假

定系统初始的能量均匀分布在半径为狉０的球内，且

系统的初始速度为０。在计算中，系统演化的空间和

时间的格点分别取Δ狓＝０．０４狉０，Δ狋＝０．０４Δ狓。

在无耗散时，系统的熵守恒，μ狊狌
μ（狓）＝０。由

于系统的重子数守恒，μ狀Ｂ狌
μ（狓）＝０，因此系统的

重子数密度与熵密度的比狀Ｂ／狊是不变的。系统的

狀Ｂ／狊根据初始条件给定后，源便沿着狀Ｂ／狊＝常数的

路径在犜μＢ平面内从初态向低温末态演化
［２３］。该

比率也是得到有效状态方程狆（ε，狀Ｂ）的条件之一。

３　状态方程

３．１　强子相

以往人们描述强子相时，通常把它处理成没有

体积（或相互作用）的点粒子。考虑到真实的强子是

有大小的，总的体积要排除（ｅｘｃｌｕｄｅ）强子本身所占

的体积，因此，经过体积修正的强子气体的配分函

数为［２３］

犣ｅｘｃｌ（犜，｛犖犻｝，犞）＝　　　　　　　　　　

∑
犻

犣（犜，犖犻，犞－犞０犖犻）θ（犞－犞０犖犻）， （７）

其中犣（犜，犖犻，犞－犞０犖犻）是理想气体的配分函数。

通过配分函数（７）式可得到系统的压强，它表示为

理想强子气体的分压之和，体积修正转变为对理想

强子气体化学势的修正：

狆
ｅｘｃｌ（犜，｛μ犻｝）＝∑

犻

狆犻［犜，μ犻－　　　　　　

犞０狆
ｅｘｃｌ（犜，｛μ犻｝）］＝∑

犻

狆犻（犜，珘μ犻）， （８）

其中，犞０是 强 子 自 身 的 体 积（犞０＝（１／２）（４π／３）

（２狉）３
［２４］），狉是强子的有效半径。假设各强子的体

积大小一样，半径均为狉＝０．５ｆｍ
［２５］。

通过压强偏微分，可以得到其它的热力学量：

狀ｅｘｃｌ犻 （犜，｛μ犻｝）＝
狆

ｅｘｃｌ

μ（ ）
犻 犜，｛μ犻

｝＼μ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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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犻（犜，珘μ犻）

１＋犞０∑
犼

狀犼（犜，珘μ犼）
， （９）

狊ｅｘｃｌ（犜，｛μ犻｝）＝
狆

ｅｘｃｌ

（ ）犜 μ｛｝犻

＝
∑
犼

狊犼（犜，珘μ犼）

１＋犞０∑
犼

狀犼（犜，珘μ犼）
， （１０）

ε
ｅｘｃｌ（犜，｛μ犻｝）＝犜狊

ｅｘｃｌ（犜，｛μ犻｝）－

狆
ｅｘｃｌ（犜，｛μ犻｝）＋∑

犼
μ犼狀

ｅｘｃｌ
犼 （犜，｛μ犻｝）

＝
∑
犼

ε犼（犜，珘μ犼）

１＋犞０∑
犼

狀犼（犜，珘μ犼）
。 （１１）

（９）式中，（狆
ｅｘｃｌ／μ犻）犜，｛μ犻｝＼μ犻表示保持温度和犻以外

其它粒子化学势不变的情况下，狆
ｅｘｃｌ对μ犻的微分。

以上得到粒子犻的数密度狀ｅｘｃｌ犻 ，系统的熵密度狊
ｅｘｃｌ、能

量密度ε
ｅｘｃｌ和压强狆

ｅｘｃｌ是热力学一致的［２３，２５］。这些

量可用理想气体的热力学量来表示，而它们又是局

域温度犜和化学势μ犻的函数：

狀犻＝
犵犻
２π

２∫
∞

犿犻

犳犻犈 犈
２
－犿

２
槡 犻ｄ犈 ， （１２）

ε犻＝
犵犻
２π

２∫
∞

犿犻

犳犻犈
２ 犈２－犿

２
槡 犻ｄ犈 ， （１３）

狆犻＝
１

３
犵犻
２π

２∫
∞

犿犻

犳犻 （犈
２
－犿

２
犻）
３／

槡
２ｄ犈 ， （１４）

狊犻＝
犵犻
２π

２∫
∞

犿犻

［－犳犻ｌｎ犳犻（１犳犻）×

　　ｌｎ（１犳犻）］犈 犈
２
－犿

２
槡 犻ｄ犈 ， （１５）

其中

犳犻＝
１

ｅｘｐ［（犈－μ犻）／犜］±１
， （１６）

犵犻和犿犻是粒 子犻的 内 部 自 由 度 和 质 量，（＋）或

（－）符号分别对应费米子和玻色子。强子相的奇异

数和重子数密度可表示为

狀ＨＳ＝∑
犼

狊犼狀
ｅｘｃｌ
犼 （犜，μ犼）， （１７）

狀ＨＢ＝∑
犼

犫犼狀
ｅｘｃｌ
犼 （犜，μ犼）， （１８）

其中，狊犼和犫犼是粒子犼的奇异数和重子数，求和号是

对强子相中所有粒子的求和，这里简单考虑了Ｎ，

Λ，Σ，Δ，π和Ｋ粒子及它们的反粒子。

３．２　犙犌犘相

根据格点ＱＣＤ理论，ＱＧＰ相可以描述为没有相

互作用的点粒子［２５］。夸克，反夸克及胶子之间因非

微扰效 应 导 致 的 夸 克 囚 禁，用 袋 常 数犅表 示。

ＱＧＰ相的压强表示为

狆
Ｑ（犜，｛μ犻｝）＝狆ｇ（犜）＋∑

犻

狆ｑ犻（犜，μ犻）－犅 ，

（１９）

其中胶子的压强为

狆ｇ（犜）＝
犵ｇπ

２

９０
犜４，犵ｇ＝１６ （２０）

夸克犻的压强狆ｑ犻可通过理想气体的压强公式（１４）得

到。在ＱＧＰ中，我们考虑的夸克种类包括ｕ，ｄ，ｓ夸

克及它们的反夸克，其质量分别为犿ｕ＝犿ｄ＝５

ＭｅＶ，犿ｓ＝１５０ＭｅＶ。袋常数犅＝（２３５ＭｅＶ）
４［２５］。

ＱＧＰ的能量密度为

ε
Ｑ（犜，｛μ犻｝）＝εｇ（犜）＋∑

犻

εｑ犻（犜，μ犻）＋犅 ，（２１）

其中胶子的贡献为

εｇ（犜）＝３狆ｇ（犜）＝
犵ｇπ

２

３０
犜４， （２２）

夸克犻的 能 量 密 度εｑ犻和 粒 子 数 密 度 分 别 由 公

式（１３）和（１２）得到。ＱＧＰ相的奇异数和重子数密度

表示为

狀ＱＳ＝∑
犼

狊犼狀犼（犜，μ犼）， （２３）

狀ＱＢ＝∑
犼

犫犼狀犼（犜，μ犼）。 （２４）

　　从ＱＧＰ相一级相变到强子相，系统要经历

ＱＧＰ和强子共存的混合相阶段。混合相中，ＱＧＰ相

和强子相之间的平衡遵循Ｇｉｂｂｓ关系，即犜Ｑ＝犜Ｈ，

μＮ，Δ＝３μｕ，μΛ，Σ＝２μｕ＋μｓ，μπ＋，π０，π－ ＝０，μＫ＋，Ｋ０

＝μｕ－μｓ，…和狆
Ｑ＝狆

Ｈ。其中，狆
Ｈ即是强子相的压

强狆
ｅｘｃｌ， μｕ和μｓ是ｕ夸 克 和ｓ夸 克 的 化 学 势，

μ珔ｕ＝－μｕ，μ珋ｓ＝－μｓ。系统中各粒子的化学势 μ｛ ｝犻

可以根据各自所含的夸克组分用（μｕ，μｓ）表示。由

于系统的净奇异数为零，混合相的平衡需满足：

狆
Ｑ（犜，μｕ，μｓ）＝狆

Ｈ（犜，μｕ，μｓ）， （２５）

α狀
Ｑ
Ｓ（犜，μｕ，μｓ）＋（１－α）狀

Ｈ
Ｓ（犜，μｕ，μｓ）＝０，

（２６）

α狀
Ｑ
Ｂ（犜，μｕ，μｓ）＋（１－α）狀

Ｈ
Ｂ（犜，μｕ，μｓ）

α狊
Ｑ（犜，μｕ，μｓ）＋（１－α）狊

Ｈ（犜，μｕ，μｓ）
＝
狀Ｂ
狊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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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是ＱＧＰ的体积与总体积的比值，α＝犞Ｑ／犞。

混合相有两个边界：α＝０对应单纯的强子相；α＝１

对应单纯的ＱＧＰ相。只要温度犜给定，混合相的化

学势μｕ，μｓ和α就可通过方程（２５），（２６）和狀Ｂ／狊＝

（狀Ｂ／狊）
０得到，其中（狀Ｂ／狊）

０是系统初始重子数密度

与熵密度的比。因为强子相或ＱＧＰ相的α是确定的，

它们的μｕ和μｓ只需（２６）式和狀Ｂ／狊＝（狀Ｂ／狊）
０就能得

到。知 道 了 不 同 相 的（犜，μｕ，μｓ）后 就 可 以 通

过（９）—（１１）和（１９）—（２２）式得到所需的状态方程。

根据两相一致模型［２５］和核碰撞演化图［２６］，系

统初始温度和化学势各取犜０＝１６４ＭｅＶ，μ
０
ｕ＝３００

ＭｅＶ，对应的初始能量密度ε
０＝２．９５ＧｅＶ／ｆｍ３，重

子数密度为狀０Ｂ＝０．９４／（ｂａｒｙｏｎｓ／ｆｍ
３）［２６］，（狀Ｂ／狊）

０

＝０．０６。图１给出了系统在犜μＢ平面内沿着（狀Ｂ／狊）
０

＝０．０６的路径从ＱＧＰ相到混合相，最后到强子相的

演化过程。图中的点线是ＱＧＰ相和强子相的相变

线，点线之上是ＱＧＰ相，混合相藏在相变线中。混

合相的强子化过程是从ＱＧＰ终点到强子相起点的

再热（ｒｅｈｅａｔｉｎｇ）过程
［２３］。这种Ｚ字形的路径，据我

们所知，最早出现在文献［２７］中。我们认为系统的

化学冻结发生在相变结束的时候，即强子相的起

点［２３，２５］，对应温度为犜ｃｈ＝１５５ ＭｅＶ。由于系统

的ＴＦＯ依赖于能量密度，我们取ＴＦＯ温度为犜ｔｈ

＝１１０ ＭｅＶ，因 为 此 时 系 统 的 能 量 密 度ε＝４７

ＭｅＶ／ｆｍ３，与Ｃｌｅｙｍａｎｓ和Ｒｅｄｌｉｃｈ等预计的ＴＦＯ能

量密度（４５ＭｅＶ／ｆｍ３）接近
［２８］。

图１ 系统在犜μＢ平面沿着狀Ｂ／狊＝０．０６的路径从ＱＧＰ相到混

合相和最后到强子相的演化过程

４　犎犅犜关联函数

两粒子关联函数犆（犽１，犽２）定义为两粒子动量

分布犘（犽１，犽２）与两个单粒子动量分布犘（犽１）和

犘（犽２）乘积的比。通过对量子几率振幅的路径积分，

考虑了多重散射的动量分布犘（犽犻）（犻＝１，２）和

犘（犽１，犽２）可以表示为
［１４，２３］

犘（犽）＝∫ｄ
４狓ｅ－２Ｉｍ

－

ｓ
（狓）

ρ（狓）犃
２（κ（狓），狓），（２８）

犘（犽１，犽２）＝∫ｄ
４狓１ｄ

４狓２ｅ
－２Ｉｍ

－

ｓ
（狓
１
）
ｅ－２Ｉｍ

－

ｓ
（狓
２
）
×

ρ（狓１）ρ（狓２）Φ（κ１κ２：狓１狓２→狓ｄ１狓ｄ２）
２，（２９）

其中，犃（κ（狓），狓）表示在狓点产生动量为κ的粒子的

几率 振 幅。ρ（狓）是 粒 子 发 射 源 的 四 维 密 度。

ｅ－２Ｉｍ
－

ｓ
（狓）是被测粒子与媒介粒子之间的ＭＳ形成的

吸收因子［１２，１４，２３］。两 个动 量为κ１和κ２的玻色子

在狓１和狓２产生，分别以动量犽１和犽２到达被测点狓ｄ１

和狓ｄ２的波函数用Φ（κ１κ２：狓１狓２→狓ｄ１狓ｄ２）表示：

Φ（κ１κ２：狓１狓２→狓ｄ１狓ｄ２）＝　　　　　　　

１

槡２
犃
－

κ１狓１→犽１狓（ ）ｄ１ 犃
－

κ２狓２→犽２狓（ ）ｄ２｛ ×

ｅ－ｉ犽１ 狓
ｄ１－狓
（ ）

１ －ｉ犽２ 狓
ｄ２－狓
（ ）

２ ＋ 狓１狓（ ）｝２ ， （３０）

式中的狓１狓２表示对称交换狓１和狓２，

犃
－

κ狓→犽狓（ ）ｄ ＝犃κ（ ）狓 ｅｉδｍｆ κ狓→犽狓ｄ
；狓（ ）＇ ， （３１）

其中δｍｆκ狓→犽狓犱；狓（ ）＇ 是与集体流有关的相移
［１３］，

δｍｆκ狓→犽狓ｄ；狓（ ）＇ ＝－∫
狓
ｆ

狓
κ狓（ ）＇－［ ］犽ｄ狓＇。（３２）

根据ＧｌａｕｂｅｒＭＳ理论
［１６］，（２８）和（２９）式中的吸收

因子可写为［１３，２３］

ｅ－２Ｉｍ
－

ｓ
（狓）
＝ｅｘｐ －∫

狓
ｆ

狓 ∑犻
σａｈｓ（π犻）狀犻（狓（ ））ｄ［ ］犾 ，

（３３）

其中，∑
犻

是对被测π粒子以外源内其它粒子的求和，

σａｂｓ π（ ）犻 是在传播路径ｄ犾中，π与遇到的媒介粒子犻发

生相互作用的吸收截面，狀犻是该粒子的粒子数密

度。

从公式（２８）和（２９）可以看出，ＭＳ的作用是对

发射源的密度ρ（狓）加了一个吸收因子ｅ
－２Ｉｍ

－

ｓ
（狓），该

因子与吸收截面σａｂｓ（π犻）有关。对于高重子数密度的

膨胀源，π（例如π
＋）在源内的主要吸收过程是

π
＋
π
－
→π

０
π
０和π

＋犖→Δ。其中π
＋
π
－
→π

０
π
０过程的

截面可表示为［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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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ａｂｓ π
＋
π
－
→π

０
π（ ）０ ＝

８

９
π

狆
２
ｃｍ

ｓｉｎ２ δ０－δ（ ）２ ，（３４）

式中，狆ｃｍ＝ 狊ππ－４犿
２

槡 π／２，相移δ０和δ２可以从参考

文献［３０］得出。π
＋Ｎ→Δ的截面可表示为

σａｂｓ π
＋Ｎ→（ ）Δ ＝

２

３

σ０ ΓΔ／（ ）２ ２

狊Ｎ槡 π－犿（ ）Δ
２
＋ ΓΔ／（ ）２ ２

，

（３５）

式中，犿Δ＝１２３２ＭｅＶ是Δ的质量，ΓΔ＝１２０ＭｅＶ

是Δ衰变的宽度，σ０＝２００ｍｂ。

在我们的模型计算中，Ｋ介子是从温度为犜ｃｈ的

时空超曲面上产生。π则包括化学冻结产生的π和在

化学冻结到ＴＦＯ之间激发态粒子衰变产生的π，其

四维源密度可表示为

ρ（）狓 ＝狀π（）狓δ狋－τ（ ）ｃｈ ＋∑
犼≠π

犇犼→π狀犼（）狓 ，（３６）

式中τ
ｃｈ代表局域化学冻结时间。犇犼→π是粒子犼衰变

到π的衰变率与衰变分之比的乘积。例如，犇Δ→π

＝ΓΔ×（１／３），犇π０π０→π＋π－ ＝狏ｒｎπσ（π
０
π
０
→π

＋
π）×１，

其中狏ｒ是两个π的相对速度。截面σ（π
０
π
０
→π

＋
π）与

吸收截面σａｂｓ π
＋
π
－
→π

０
π（ ）０ 相等。

　　 根据以上的两粒子关联函数公式，利用蒙特卡

罗方法模拟了两粒子和单粒子的动量分布犘（犽１，

犽２）和犘（犽）
［２１，２２］。然后，以两粒子相对动量狇＝

犽１－犽２ 和相对能量狇０＝ 犈１－犈２ 为变量，通过

对每个（狇，狇０）区间的犽１和犽２求和，得到了２Ｋ和２π

的关联函数犆（狇，狇０）。图２给出了膨胀源的两粒子

关联函数犆（狇，狇０＜１５ＭｅＶ／犮）。符号○代表２Ｋ关联

函数，被测的Ｋ介子是从化学冻结面产生，随着源

的膨胀最终从ＴＦＯ面冻出；▲ 表示考虑了ＭＳ的

２π关联的结果，π介子源包括化学冻结产生的初级

源和化学冻结和ＴＦＯ之间激发态粒子衰变产生的次

级源。为了对比，我们还计算了传统的２π关联，

即π介子 直 接 从ＴＦＯ面 产 生，在 图 中 用□表 示。

图２中的曲线是用以下高斯形式拟合的结果：

犆狇，狇（ ）０ ＝１＋λｅ
－狇
２
犚
２
－狇
２
０τ
２

。 （３７）

　　表１给出了拟合关联函数得到的源的半径犚，寿

命τ和混沌性参量λ。为了研究ＭＳ对ＨＢＴ的影响，

我们也计算了不含多重散射的２π关联函数，其结果

在表中给出，用“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Ｓ”表示。在以上的计算

中，初始源的半径狉０均取为６ｆｍ。

图２２犓关联函数（○，!!!

），考虑了ＭＳ（▲，—）和ＴＦＯ（□，

…）模型的２π关联函数

表１　犎犅犜的拟合结果

２Ｋ
２π

Ｍ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Ｓ
ＴＦＯ

犚＝３．１７±０．０９ｆｍ 犚＝４．２４±０．１６ｆｍ 犚＝４．２３±０．１６ｆｍ 犚＝５．９２±０．２２ｆｍ

τ＝７．１６±０．３４ｆｍ τ＝９．２８±０．４４ｆｍ τ＝９．６９±０．４５ｆｍ τ＝１０．４８±０．６４ｆｍ

λ＝０．８８±０．０４ λ＝０．９２±０．０４ λ＝０．９３±０．０４ λ＝０．９７±０．０５

　　 从表１可以看出，２Ｋ关联给出的ＨＢＴ关联半径

最小，这是因为Ｋ介子产生于早期的化学冻结；而

热冻结是源演化的最后阶段，所以传统ＴＦＯ模型

的ＨＢＴ关联半径最大。２π关联中考虑了ＭＳ和没有

考虑ＭＳ的计算结果显示，ＭＳ对ＨＢＴ关联的半径和

寿命没有多大的影响。在我们模型的２Ｋ和２π关联

的计算中，源演化的初始条件都相同，Ｋ介子和π介

子从相同温度的化学冻结面产生，如果π介子不受

激发态粒子衰变的影响，其ＨＢＴ关联半径应与

２Ｋ关联的ＨＢＴ关联半径近似相等。但结果却显示，

２π关联给出的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大于２Ｋ关联的

结果。因此，可以得出激发态粒子的衰变使ＨＢＴ关

联半径和寿命增加。另外，即使假定初始源是混沌

源，２Ｋ关联给出的混沌参量λ仍比１小。将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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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λ＜１的原因也是个有意义的课题。

５　结论

本文论述研究了高重子数密度粒子发射源的

２Ｋ和２π关联。源的演化用相对论流体动力学来描

述，采用的状态方程包含了ＱＧＰ相到强子相的一级

相变，并对强子气体进行了体积修正。在本文模型

的计算中，Ｋ介子是从早期的化学冻结面产生，随

着源的膨胀，最后热冻出。π介子发射源包括化学

冻结产生的初级源和化学冻结和ＴＦＯ之间激发态粒

子衰变产生的次级源。为了与传统的干涉学进行比

较，文中也计算了 直 接 从ＴＦＯ面 产 生 的π介 子

的２π关联。应用量子路径积分的方法，计算了２Ｋ和

２π的关联函数，并分析了激发态粒子衰变和ＭＳ

对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的影响。计算结果显示，

２Ｋ关联的ＨＢＴ关联半径比２π关联的ＨＢＴ关联半径

小。激发态粒子的衰变使ＨＢＴ关联半径和寿命增

大。随着源的膨胀，初始是高重子数密度的系统经

历了ＱＧＰ相到强子相的一级相变后，源的重子数密

度降低，体积修正进一步减少了强子相的重子数密

度，因而，即使 π
＋Ｎ→Δ的吸收截面较大，ＭＳ在

２π关联中的效应也被抑制。因此，在这样的情况

下，可以不考虑ＭＳ对ＨＢＴ关联的影响。

为了简单起见，计算中采用了球形演化源。但

是在实际的高能重离子碰撞中，系统的演化在纵向

和横向是不同的；另外，所用的流体动力学模型没

有考虑流的耗散，耗散会降低集体流，从而影响源

的表观半径［１７，２２］。因此，构造一个更符合现实碰撞

的演化模型将是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对２Ｋ关

联中混沌性参量含义的进一步研究也是一件很有意

义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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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犘犺狔狊犻犮狊，犎犪狉犫犻狀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犎犪狉犫犻狀１５０００６，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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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犇犪犾犻犪狀１１６０２４，犔犻犪狅狀犻狀犵，犆犺犻狀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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