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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规范条件下从瞬子解出发计算真空的绕数变量发现
,

即使边界条

件确定
,

绕数变量的值仍同趋于无穷的极限方式有关
7

在 3<= >< ?
规范中具有

确定物理意义的极限方式导致半整数的绕数变量值
7

98 ≅ #5 Α<6 规范比较特殊
,

其

结果和极限所取的方式无关
7

绕数变量的引人是从瞬子解的出现而来
,

因为从瞬子解的表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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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 尸‘ Η5 时 ) Ι

是一纯规范项
,

代表真空
7

由于瞬子解的示性数

口 ϑ 6 ,

如果我们考虑四度欧空中以
Κ ,
为轴的一个

“
大圆柱

”
而圆柱的侧面的积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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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是否一定取整数值呢 4 最近 56 17 89 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有趣的讨论

〔)!  

他认为

问题的关键在于边界条件如何选取
,

如果取强边界条件 :;<= >
,

则绕数变量只能取整数

值
,

所谓 5< = 指要求真空的 ? ,

? ≅
一 Α 一 , .

, Α : Β >

中的 Α 有下列边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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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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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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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Ε> 式
,

无穷远处紧致为一点所以
/
一 Α :幻 是一个 夕一 驴 的映射

,

: Χ >

所以绕数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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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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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采用 &Μ( 却排除了 “Ν
一 ∀

脚
这样的组态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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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Β; 式可以采用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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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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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数变量可以取非

在本文中从瞬子解出发在不同的规范中计算真空的绕数变量发现
,

即使边界条件确

定
, Σ 的数值仍紧密依赖于取极限的方式

7

对确定的规范来说
,

必须选取一定的极限方式

才能使 :� ; 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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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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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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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数变量
�

具有确定意义
7

且绕数变量之间相距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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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看出在 3<= ><? 规范中从瞬子解出发也和

肠?6 5

≅α 规范一样得到半整数的绕数变量
7

由瞬子解的表示式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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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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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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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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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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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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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

因此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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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 : ΛΛ > 的形式猜测 # 的数

值在 和Κ Μ 的比值不同时的不同极限方式下可以取不同的连续变化的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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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讨论一下 80 , β9 2.Φ 规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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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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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将侧面的积分加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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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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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积分里来重新定义 ‘ 使之符合 : � > 式
 

在本文中指出不采用他们的办法
,

仍用凰
来的 # 3

的定义
,

从瞬子解出发在 Τ .Δ ∴. 7
规范中和 56 1Δ 89 在 =9 7Φ 9, ς 规范中一样

,

只
 

要选取确定的极限方式也一样得到具有确定意义的半整数值 #
 

此外具体地计算出 # 的 _

数值一般与极限方式有关后使得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这问题的讨论之间的关系可以更明潦
一些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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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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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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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再一次显示
,

瞬子解产生真空隧道效应的概念
,

绕数的概念符合物理上池

要求
 

一般情况如何
,

我们在进一步工作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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