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 年 ∃ 月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 ∋ ()∗ + , −卫. / )+ , 01 . 2 )( , 2 %& ∋()∗+ − 3 ∗4 , +班(

5 6 ∃
7

七 − 1
7

∃

89 :
·,

� ! ; #

标 子 的 产 生 与 探 测

钟 朝 武
<南 开 大 学=

摘 要

本文对 %% 和 > > 对撞中标子的产生截面进行了计算 ?并讨论 了标子的探测
7

≅ 赵 犷
侧

去
7

—
、 Α � 万

文献 【�� 关于自发破缺的理论预言Β 在 Χ
Δ Ε: ΦΔ ΓΗ

一

Ι9 ∃9 ϑ 模型基础上
,

标子 <(Κ 9∃ 6: =

的质量很可能在 �# / ΔΛ 左右一 这里根据 Μ以∃
一

∋9
:
的机制

〔 Ν ,

采用 0ΕΔ∃ Ο刀ΔΠ :

ϑ9 :ΘΙ , 关于

夸克的分布函数
,

对于 >> 对撞
, > >对撞产生标子的截面进行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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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标子的探测进

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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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在设计建造大型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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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产生标子的 3 456 卜789 机制示意如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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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质子反质子对撞产生标子的截面的计算结果也示于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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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子的特性是它与费米场的藕合系数与费米子的质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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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验中出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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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强

子也将是标子探测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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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标子的质量只是一个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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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标子的质量大于 ∃6/ Δ5 许多
,

能成为标子的衰变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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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磁作用的存在
,

并且其效果比标子的约大上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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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标子的产生与探测将

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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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标子具有明确的罗仑兹不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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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由标子衰变产生的一对 矿

广 粒子将具有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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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标子的自旋是零
,

其衰变产物的总自旋也应为零
7

这

些特点将有助于区别标子衰变产物与电磁作用产物
7

如果标子质量在 �# / ΔΛ 左右
, Γ 共

振的干扰将进一步增加探测标子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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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存在是自发破缺理论是否反映客观自然的重要问题之一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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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并

探测这类粒子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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