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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给出了 2 +3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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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7 电动力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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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丛表述
,

中的运动方程
,

检验粒子受到两个力
,

一个相当于 <+
3 6 4 =>

以及检验粒子在 2+ ?
一

(45 6, 7 电磁场

力
,

一个相当于 ∃ + ≅4 6 Α 3‘ 压力
−

2+ ?
一

(4 56, 7 电动力学 Β,Χ 是一个很有兴趣的非线性理论
−

在假设存在一个最大电场强

度 Δ 的前提下
,

作者建议了一个非线性拉氏量
,

将这个拉 氏量 线 性 化 时
,

回到通常的

ΕΑΦ Γ 6,, 理论
,

而它的球对称静态解相应于一个具有有限能量的电子
−

事实上引进最大电

场强度 Δ ,

相当于引进了一个特征长度
,

或者说特征荷质比 Δ一扣
−

这对于在经典意义下

解决电子自能问题是有意义的
−

但是
,

也正是理论的非线性性质给进一步研究带来了很

大的困难
−

近年来
,

由于对广延费密子模型的兴趣
,

一些作者又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山
−

本文给出 2+
34 一

(45 6, 7 电动力学的 ; , 主丛表述
−

并指出
,

只要适当选取 Η ,
主丛丛空

间的 Ι≅
6 ? Α4 4

度量
,

2+
34 一

(4 56, 7 电动力学的拉氏函数就可以从这个主丛 的 标 量 曲率得

出
−

同时
,

我们给 出了检验粒子在 2ϑ 34 Κ 45 6, 7 电磁场中的运动方程
,

这个运动方程就是主

丛上的 55≅,Χ 地线方程
−

由于检验粒子 同时受到两个力
,

一个相应于 < +3 64 => 力
,

一个相应于

尸“、Α3 砂 压力
,

这使讨论广延荷电粒子模型成为可能
−

考虑以四维 Ε ≅4Λ
+ ΓΜΛ≅ 时空为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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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 2+ ?
一

(4 56, 7 电动力学的拉氏密度
−

其场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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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由丛上度规相应的基的

此外
,

质量为 产
、

电荷为

空间上的测地线方程为

2 ,Α 4 6 Π≅ 恒等式可以得到第一套 Ε Α Φ Γ 6 ,, 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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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在 2+ ?
一

(4 56, 7 非线性电动力学中检验粒子受到两个力
,

一个是相应于 < +3 64 => 力的

与电磁场强有关的力
,

一个是相应于 ∃+ ≅4ε Α3 砂 压力的与电磁场强的导数有关的力
−

由于

这类 尸+=’4ε Α3 砂 压力的存在
,

有可能给出广延荷电粒子的图象
�9

−

就我们所知
,

这是第一次

给出了 2+ ?
一

(45 6, 7 电磁场中的检验粒子运动方程
−

显然
,

8: 9式中的 人线性化为 � ,

则上述理论正好给出 ΕΑΦ Γ 6,, 理论的 ; ς
主丛表述

−

这样
,

本文事实上给出了 ΕΑΦ Γ 6,, 电动力学和 2+ 34
一

(45 7 7 电动力学的统一表述
−

显然
,

可

以用类似的办法来处理其它的拉氏量是 电磁势的非线性泛函的电动力学
,

我们将在别处

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Β.Χ
−

此外
,

采用主丛表述便于讨论问题的拓扑性质
【习 ,

这一点在这里也是适用的
−

感谢彭桓武教授的有益讨论
−

� 9 彭桓武 ς 内部讨论会上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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