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 卷 第 � 期

�  ! ∀ 年 # 月

高 能 物 理 与 核 物 理
∃ % & ∋ () ∗ + , + − . (∗ + /0 − 丁 �! + 1 ∃% & ∋ () ∗ , 2 ) 3+ ∗肚 ∋

4 56
7

�
,

, 5
7

�

89 6:
,

�  ; ∀

研究简报

< 介子与犷重子寿命的宇宙线数据

赵 树 松 彭 守 礼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去 南 大 学>

摘 要

本文提 出一个证认宇宙线中新 ? 粒子的分析原则
≅
筛比较法

7

对目前全部

已知乳胶室事例进行了判定
7

其中结果有 < 介子和 艺才重子的平均寿命和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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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持 △ ( Α 6 的选择规则
,

高能 =七 �∀ ℃
Δ 4 > 宇宙线中产生的新粒子即? 粒子 Ε�8

,

其寿命为 � ∀ 一�� 一 �∀ 一9 秒
,

质

量为 �
7

!一Φ 万. ΔΓ Η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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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些什么粒子
,

至今尚未定论
,

因为在分析宇宙线实验结果时找

不到证认 Β 粒子的可靠原则
7

普遍认为? 拉子可能是集 =Ιϑ
Κ

ΛΜ > 粒子
7

另一方面
,

加速

器数据 ΕΧΝ 已给出 <
, / 介子的质量

,

几个衰变道的分支比
,

其寿命还不清楚
7

我们用筛比

较法能够判定出宇宙线事例中粒子的同位旋
,

衰变道
,

从而确定了突粒子的寿命
,

在一定

程度上补充了现有加速器数据
7

同时宇宙线数据提供了 茗亡及 日鑫重子存在的证据
,

至

于它们的详细性质则是今后更高能量加速器的研究课题
7

筛比较法是用加速器数据去判定宇宙线事例
7

筛比较法的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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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核实验产生 �’’=Φ # # ∀ >、 < < 的截面在误

差范围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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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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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目前加速器已积累的数据 ΕΧ� 得到案粒子弱作用衰变的选择规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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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产生的新粒子的电荷数及衰变道与经验选择规财相符合
,

且衰变产物具有较

大的横动量 =Θ
二 Α � ∀ ∀一 � ∀ ∀ 5ΩΔ4 Η

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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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类弱衰变粒子
,

衰变总宽度
一
质量比 Λ Η Ω 的数量级 相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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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弱衰变 Λ Η Ω 二 � ∀一 �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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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在 普 通 强 子 中

对于弱衰变的 ? 粒

二 (Ζ一9
7

零因次量 Λ Η Ω 标志相互作用的性质
7

这个原则使我们能够将
“

云南
”

事例中的粒子
,

印度 [ 56 Κ Λ

金矿中发现 的 粒子排除开 去
,

因 为它 们 的 宽度
一
质量 比

1 Η Ω Α � ∀ 一 �,
7

目前
,

精密乳胶室是寿命介于 � ∀ 一�� 一 �∀ 一 �Χ 秒的粒子的唯一探测器二 应用上述筛比

较法原则对全部乳胶室发现的事例进行筛选
7

首先筛选 < < 介子成对产生的事例
,

第一

步挑出干净的两体产生事例
,

第二步用原则 6一 � 去逐个比较各事例的 衰变 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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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原则 � 、 Φ
、

� ,

但其中有一支 Β 十
、

、十砂 的衰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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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Ψ Α 扩 时 △ �Φ

Α 6Η Χ 都违反原则 Χ ,

因此被排除
7

同理 ∴+ Ι 一Π 也被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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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继续筛选的结果
, Ο Κ一�  3 是 < 一<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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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星及 Γ∀ 一 Β∀ 是 口<∀ 成对产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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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从多道协同产生事例中去筛选 < < 对
,

等等
7

干净的两体成对产生事例中无

Θ/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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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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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反复筛选的结果列于表 � 第

五列中
7

在判定衰变道及量子数后
,

按指数律求出 < 介子的平均寿命
,

由于事例数较少
,

统计性差
7

从加速器和宇宙线数据的共同结果列于表 Χ
7

由经验选择规则确定 曰鑫重子

的理由是
≅

=β> 由事例衰变道定出? 粒子的质量大
,

寿命长
,

=ββ> 级联衰变的中间粒子是

? 粒子
,

=βββ > 多道事例中聚数总和为零
, Τ1 佗 满足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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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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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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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的量子数

7

由 /, ∗ 3 一 Χ ∀! . Δ4 ΗΙ 质子束照射精密乳胶室获得的 ∗ 8一Χ∀ 及 ∗ 8一 Χ� 事例中
, ? 粒

子不是成对产生的δ!8 ,

其产生截面
,

Λ Η Ω
,

大横动量都与其它 ? 粒子一样
,

可能是集数
Ι 一 。, ( Α � 的粒子补

。

的候选者
7

如果今后得到更多的 ? 粒子的事例
,

则继续用筛比较法做判定
,

而且数据的积累使我

们有可能对聚重子的性质进行统计性的研究
7

讨 论

在筛选的过程中实际上用的是 �△� Φ

_ Α � 的选择规则
,

但是 吞( ‘ ( 的规则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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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的非轻子宽度比有一个严格的上限ΕΟ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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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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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 Α � 的选择规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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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由标准的聚层子模型
,

卡比玻允许 =)ΚΡ Ρβ Ρ5 χ二59 ΛΔη > 的弱衰变 =
≅
、

ι
> 率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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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 �! ∀ ∀Ω Δ4 ΗΙ 气
, 层子

,’Φ’’ 是色 自由度的贡献
,

像 [ 介子一样已考虑了因子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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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3 斗 」

。
,

Α � !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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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

因子

的加强
7

估计的数值

Λ =< > Α Φ ? �∀ �Φ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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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βΨ> =< > Υ Φ ? � ∀ 一“ 秒
7

与实验数据相差一个数量级
7

可见
,

集

介子的弱作用性质有特殊之处
,

尚待进一步研究
7

本文仅只考虑了宇宙线 ? 粒子事例中带粟数的粒子
,

在宇宙线能量很高的情况下会

产生带底 =习 顶 =
,
> 层子量子数的新粒子

,

目前已找到的七个事例 =7包括我国于 � #Χ 年

发现的
“

云南
”

事例 > 是可能的候选者
,

其中的新粒子质量 Ω Α !一 Χ 0.Δ 4 ΗΙς
,

对这类新

粒子事例
,

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分别讨论
〔#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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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 月日本京都国际宇宙线会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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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斗5 5 . Δ4 ΗΙ 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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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

步用本文的筛比较法判定的结果应是 ≅ + Ω 一Χ! 是 <∀ 砂 成对产生 事 例
,

ε 6一Φ � 也 是

妙<∀ 成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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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恰恰与 %
7

/9 Ιϑ β 等的实验结果符合
7

由此佐证筛比较法的原则是可

靠的
,

其结果将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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