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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物理和
:
轻子物理是粒子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

,

对其深入系统的研究
,

将可能解决或澄

清粒子物理 中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

检验并发展标准模型理论
,

为深化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

做出贡献
。

由于我国首次建造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 E P C ) 恰好工作在集物理和
:
轻子物

理能区
,

使我国高能物理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

由于工作在一系列共振

区和产生域区
,

具有系统误差小
、

本底小和测量精度高的优点
,

且 B E P C 的亮度亦为美国同

类对撞机 ( s P E A R ) 的四倍
,

从而使得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成为可能
。

迄今
,

我

们已经取得 了一系列令人瞩 目的国际上承认的结果
,

其中最主要的有
:

( 1) :
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

。

到 目前为止
,

最精确的
T
轻子质量的测量是在 B E P C 上取得

的
:

M
:

一 1 7 7 6
.

9 6 士g: }瑟士歇}言

这一最新结果引起国际高能物理界的极大兴趣
。

首先
,

新的
T
轻子质量的观测值比原来的世界

平均值低 7
.

ZM e V
,

而且精度更高
。

由于
:
轻子质量是一个基本常数

,

精确的测定
,

将会更准

确地检验标准模型所预言的关于
:
轻子的一些其他性质

,

比如
,

将更进一步解决轻子的普适性

和 :
轻子的寿命

,

及
T
轻子衰变到

:
中微子的分支比的矛盾

; 用新的
:
轻子质量

,

将使轻子的

普适性的准确度从原来的 2
.

4倍统计偏差降到约 1倍统计偏差
;
新的

:
轻子质量将使

T
中微

子质量的上限下降
; :
的寿命会移动 0

.

4%
,

即 1
·

2 X l 。一 ` 5 5 。

这一成果的问世
,

使中国的高能物理在国际高能物理界 占有一席之地
。

( 2) 之 ( 2 3 3 0) 新粒子的确认
。

我们不但重复了 M A R K I 的结果
,

即在 J伸 的辐射衰变

J/ 劝~ y 每
,

资~ K + K
一 ,

K g R呈中亦发现了 每的存在
,

其质量
、

宽度和分支比与 M A R K I 的结果

一致
。

而且发现了 e 的一些新衰变道
,

即 J/ 申~ y 之
,

任~ 矿 f 和 〔~ p石
。

新衰变道的质量
,

宽

度和分支比如下
:

a( ) J /中~ y e
,

e~
7r + 二 -

M
。 = ( 2 3 3 5 士 4 士 6 )M e V

尸。 = ( 1 5士;
2
士 9 )M e V

B r ( J /小~ 了之)
,

B r诀 ~
二+ 二 一 ) = ( 5

.

6士}:昙士 1
.

4 ) 又 1 0 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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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J /中一 7 份
,

母~ p p

M
。 = ( 2 3 3 5 士 4 士 5 )M e V

,

几 = ( 1 5士;
2
士 9 )M e V

B r = ( J /中~ y 资)
,

B r 侠~ p p ) = ( 2
.

7士志洁士 2
.

0 ) x 1 0 一 5

从这些结果
,

我们首先澄清了长期存在的关于 任 ( 2 2 3 0) 粒子的争论 ( 美国的 M A R K I

和法国的 D M Z 组 ) ; 其次
,

可看出 右 (2 2 3 0) 可能不是一个 q 互介子态
,

而极可能是一个胶子

球
。

这样
,

我国将可能是最先找到胶子球的实验组
,

从而为标准模型的正确性提供又一个强

有力的证据
。

( 3 ) f
。
( 9 7 5 ) 和 e ( 1 7 2 0 ) 粒子的研究

。

对于 f
。
( 9 7 5 )

,

理论家做了很多工作试图弄清 f
。

介子
,

我们从 J/ 中的衰变 J/ 中一甲 二+ 二 一和 J/ 中~ 。 7t + 7r 一

得到反冲甲和 。 的 f
。

的质量和宽度不相

同
:

反冲 , 的 M
,。
= ( 9 6 9士 4 ) M e V

,

几
。

一 ( 4 3士 8 ) M e V ; 反冲 ` 的 M
f 。 = ( 9 8 5士 9 ) M e V

,

fr
。

一 ( 1 1士 6) M e v
。

因此原来认为的 f
。

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共振态
。

对于 o ( 1 7 2 0)
,

研究了

如下衰变道 J/ 劝
一争 y K + K

一 ,

下K g K g
, 下矿 f

,

和 J/ 申
~
争甲K + K

一 , 。 K + K
一 , 。 矿

7t 一 ; 用螺旋度

振幅和矩分析方法研究了 O ( 1 7 2 0) 的自旋宇称
。

结果表明
,

在低质量区域 J咒 一+2
`

为主
,

而

在高质量区则是 JcP 一 +0
+
为主

。

这样将人们对胶球的一个重要候选者 e ( 1 7 2 0) 的研究向前推

进一步
。

( 4) 通过测量 J/ 中共振域附近的
e
+e

一

~ h
` s , e

+e
一

和 讨厂的衰变模式
,

而测得 J/ 中的共振

参数 尸 = ( 5 4
.

4 士 5
.

9 )
`

k e v
,

几 = ( 7 4
.

1 士 5
.

1 ) k e v
,

尸 \ 铸
。

= ( 5
.

1 4 士 0
.

3 9 ) 左e v
,

P
,

一 (5
·

13 士 .0 5 2) kVe
,

几 / r 一 .0 8 7 8士 .0 0 0 5 ,

这些量的测量误差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
。

( 5 ) 首次测量了衰变 训~
r + : 一

的分支比 B r
(训~

r + : 一 ) = ( 3
.

5 4士 0
.

6 1士 0
·

6 3 ) 1 0一 3 。

利

用以前测得的 B :
(训~

。
坛

一
) 和 B : (训~ 产+ 产一 ) 值

,

假定轻子的普适性
,

可得训的半宽度 r 蒯

= r
l l

/ B
l l
= ( 2 5 1士 3 7 ) keV

。

不但证实了 必
`

~ 夕
二
的压低现象

:

Br 仲
`

~ 尸
二 ) ( 2 又 1 0 一

5
( 9 0%

以 )
,

而且发现 T 一个 必
`

的新的压低模式
:

B r (必
`

~ 。 九 ( 1 2 7 0 ) ) < 1
·

1 X 1 0
一 `

( 9 0呱CL )
。

由于 训~ 。 九 ( 1 7 2 0) 中的末态是矢量介子和张量介子的组合
,

因此打破了长期形成的训

衰变的压低模式仅限于矢量— 腰标量
,

和仅限于介子末态图像
,

从而为理论上理解 刃强衰

变的压低现象提供了新的线索
。

现正进行训强衰变反常现象的深入研究
,

尝试寻找丫
。

和矢量

胶球
。

( 6) 首次绝对地测量 D s
~ 尹二 的分支比 B : 一 (sD ~ 甲矿 ) 一 (3

.

9耸吉址坚) %和 D
,

介子的

衰变常数 fD, 一 (4
·

3斗 言给扣 X l护 M
eV

,

从而加深我们对粒子 D
,

的性质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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