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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体物理中的相干态正交化方法及其应用》讲述的相干态正交化理论是一种非微扰的新方法。
它和Green函数相较可以看到，后者按耦合常数的幂展开，而新方法首先将玻色场平移至所有近似理
论得到的零级近似所需新的玻色场后，再在新玻色场的“Fock态”中展开。
《多体物理中的相干态正交化方法及其应用》从阐述相干态正交化方法的物理思想出发，叙述其如何
严格求解二态单模玻色场的JC模型并与实验结果比较，验证理论的可靠性和精确性，然后推广到高角
动量和单模玻色场的Dicke模型得到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
再将它应用于自旋玻色模型，包括分离模和连续模的情形；后者与重要的耗散问题有密切关系。
书中还讨论了该方法在若干重要领域中的应用，对各种多体系统中的重要物理现象和规律，如对称性
、对称的自发破缺、量子相变、量子纠缠、Berry相、保真度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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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如果初始态是相干态时，系统的演化规律是许多“不同频率的叠加”的结果，这
些不同频率波动的干涉结果就会产生如图2.2.2.2所示的除了一般的调幅振荡外还会出现所谓的崩塌和
复原现象，对应于图中第二段的直线区域和后来又重新出现的振荡曲线。
这和无线电波中含有许多频率成分时，波形呈现出各种各样形状的道理是一样的。
 2.2.3暗态 最后谈一谈旋波近似下的J—C模型的暗态问题。
在前面的讨论中得到的结果是定态解的能量本征值由（2.2.15）式给出，对应的本征态矢由（2.2.16）
式和（2.2.17）式表出。
这些结果似乎已覆盖了所有的定态解，但如再仔细一点考虑。
就会发现我们漏掉了如下的一个定态解： |φ>=|g>|0） （2.2.34） 因为把它带入定态方程（2.2.5）式中
，得 H|φ>=—△/2|g>|0>=—△/2|φ） （2.2.35） 证明它的确是能态，其能量本征值为—△／2，这个
态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含上态|e>，而且玻色场为零，它不会参与腔场和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被
称为暗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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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体物理中的相干态正交化方法及其应用》包含内容十分丰富，研究方法上具有原创性，对物理学
的认识理解十分透彻，所介绍的方法在物理学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可供相关研究人员参考，对深入认识理解和研究多体问题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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