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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交换积分次序的两个恒等式的证明

汪 容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摘 要

在微观 因果律
、

弱收敛的前提下
,

对复合场论的关于交换积分次序的两个恒

等式作了一个简单证明
7

在何柞麻
、

黄涛 :�? 的关于复合场的讨论中
,

引用了 ≅Α Β Β 9Χ Β ΔΕ Ε6≅
,
曾讨论过的关于交

换积分次序的两个恒等式
,

在一些教科书中=例如〔� 」>
,

也引用了 ≅Α Β Β 9Χ Β ΔΕ Ε 的恒等式
,

但 ≅Α Β Β 9Χ Β ΔΕ Ε
发表的文章中并没有给 出证明

7

这两个恒等式对于复合场理论是比较重

要的
7

本文在微观因果律和弱收敛的前提下
,

对形式上稍有扩充的这两个恒等式给出了

一个简单的证明
7

不失去一般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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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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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证明的两个恒等式 =其实 Θ 和 万既可以是束缚态的波函数
,

也 可 以是 散 射态

豹波函数 >
7

因为引人了波函数和 Ψ 算子
,

所以它们形式上比 ΡΑ Β Β 9Χ Β ΔΕ 。 讨论的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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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弱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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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把它的编时的内容具体写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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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项一共有二十四个
7

不仅有这些项
,

还要有坐标的广义函数项
7

例如
,

考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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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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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证明也适用于 ∗ =, 式
,

以及包含更多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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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的复合场的类似恒等式

0

感谢何柞麻
、

冼鼎昌两同志的有益的讨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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