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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量子色动力学(quantum
chromodynamics，简称qcd)是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理论，曾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它已
成为强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
本书作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入门，内容包括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基础及其应用。
本书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二章)叙述了量子色动力学建立前的重要物理实验事实，夸克
模型、夸克—部分子模型、色自由度概念引入的实验基础和概述。
第二部分(第三至六章)介绍了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基础，包括非abel规范场、路径积分量子化、正规化、
重整化和重整化群方程。
第三部分(后四章)介绍了量子色动力学理论对单举和遍举物理过程的应用，bethe—salpeter波函数和强
子分布振幅，量子色动力学求和规则和光锥求和规则。

　　本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后半部内容新，其中包括了作者多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
本书可以作为粒子物理和核物理领域的研究生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刚进入研究领域的博士生、青
年教师和青年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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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称性破缺最早是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宇称（左右）对称性在弱相互作用下破
缺，即宇称不守恒规律。
这就打破了人们在历史上一贯以对称性守恒为物理学基本规律的观念。
1964年人们又发现宇称（P）和电荷共轭（C）的联合（CP）也是对称性破缺的。
因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对称性和它的破缺才是自然界中的基本规律。
自然界中宇称（P）、电荷共轭（C）以及它们的联合（CP）并不守恒（如果自然界中CPT是守恒的，
那么CP不守恒就意味着时间（T）反演不守恒）。
1964年实验上首先从K介子系统中发现宇称和电荷共轭联合（CP）不守恒。
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在1973年提出对称性破缺的来源并预言了自然界至少存在三代夸克，最
近B工厂的实验证实了B介子中存在CP不守恒现象。
近年来关于中微子混合的实验结果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探讨轻子系统中存在CP不守恒现象的可能性。
关于CP不守恒的根源，从理论上推测，有可能是存在一种新的相互作用，也有可能是真空对称性自发
破缺引起的。
在弱、电统一模型成功的同时预言了一种中性标量粒子的存在，称其为Higgs粒子。
迄今大量实验支持电弱统一理论中的SU（2）×U（1）规范作用部分，但一直未找到Higgs粒子，目前
实验确定Higgs粒子的质量限是大于114.3GeV。
这就成为近20年来粒子物理中的一个令人不解的谜——Higgs粒子在哪里？
如果Higgs粒子不存在，那么对称性破缺的机制是什么？
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2009年开始运行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历时10多年的投资达几
十亿美元，其物理目标之一就是要回答对称性破缺的本质这一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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