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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子的内部结构图像

◆ 研究背景和目的

奇特强子态候选者:一些轻标量介子、轻轴矢量介子、重子激发态、近年

来观测到的显含或隐含重夸克的新强子态……

轻赝标量介子和轻矢量介子能用𝒒ഥ𝒒态很好描写，基态重子八重态和重子

十重态能用𝒒𝒒𝒒态很好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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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标量介子的内部结构特性长期存在着争议

◆ 研究背景和目的

2 GeV以下的轻标量介子（取自P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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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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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和目的



7

◆ 研究背景和目的

•重味强子弱衰变过程成为研究轻标量介子结构特性的很好场所

实验上：BESIII、LHCb、Belle、BaBar等在一些重味强子弱衰变过程中观测到

了轻标量介子的产生信号。

[WHL, E. Oset,  PLB737(2014)70]

[WHL, J.J. Xie, E. Oset,  EPJC75(2015)609]

[WHL, J.J. Xie, E. Oset,  PRD92(2015)034008]

[WHL, J.J. Xie, E. Oset,  EPJC76(2016)700]

[R. Molina, J.J. Xie, WHL, L.S. Geng, E. Oset,  PLB803(2020)135279]

[V. Debastiani, WHL, J.J. Xie, E. Oset,  PLB766(2017)766]

我们基于轻标量介子的分子态结构图像，对一些重强子的弱衰变过程进行了理论研究，

能较好解释已有的实验数据，支持了轻标量介子的分子态结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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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和目的

•为更好理解强子间的相互作用和进一步确认轻标量介子的内部结

构，需在更多的反应过程中检验轻标量介子的内部结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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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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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体散射过程的T矩阵满足Bethe-Salpeter(BS)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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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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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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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分衰变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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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结果及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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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结果及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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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结果及分析讨论

定义比值R:

根据同位旋破坏的两个来源，设置三种同位旋破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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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结果及分析讨论

利用上述比值R的数值结果以及PDG给出的分支比实验值

与BESIII的测量结果相符。

计算得到：



◆ 总结与展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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