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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学定理讨论以道波函数标志

的多体系统的解的完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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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光学定理讨论了渐近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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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多体系统的本征态 必+Β 构成完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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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表示除能量外标志 沙的一切量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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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 个粒子分成若干团
,

只考虑团内相互作用 4 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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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解记作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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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除能量外标志币的一切量子数 Φ 例如 & 中应包括对 丫道各团作相对运动 :平面波;

的描写
,

还应包括对各团内部状态的描写
,

团内状态应包括束缚态与散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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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币奋的退化度是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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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们用 妊 , 表示各团均处于束缚态的解
,

并称之谓道波函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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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沪 是 % 量的能量为 + 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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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确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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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令 丫跑遍所有的结团方式
,

相应地令& 跑遍所有允许的态
,

我们就得到一个解的族 Η价+Β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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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重叠得很利害
,

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各团的散射态解
,

这在处理上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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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感兴趣的是如果各团

限制在束缚态
,

即 币奋限制在各个道的道波函数
,

那么由此得到的 ‘紧
,
是否能构成完备

系呢 ϑ 以下将利用光学定理来讨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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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了为各团内部能量与各团相对动能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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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 团的规一束缚内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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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计算
Λ 入射道的总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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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对结团方式及不同的束缚状态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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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为全束缚态 4 5 个粒子束缚在一起 ∃ 与非全束缚态两部分
!

相应地可定义投影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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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引进光学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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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

我们利用了光学定理得到了一个以道波函

数标志的多体系统的解的完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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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考虑反对称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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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进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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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不同拉子排列的态乘上反序号后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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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称规一全束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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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号内
。

不再区分 , 个粒子在 > 团的不同分布

以及团内粒子的不同排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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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粒子数 , Δ Γ 时
,

曾由 /ΛΩ Ω8 8 Ζ

予以证明〔  
7

其后
,
% 8

?? 利用, 体散射理论把 /Λ ΩΩ 88 Ζ
的证明推广到任意粒子的情况 αΕ 

7

其证明是相当复杂的
7

本文所用的方法比较直接
,

而且把渐近完备性和光学定理联系起

来
7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

本文反过来亦可看成是有束缚态存在的情况下
,

对光学定理的

一个证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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