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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了当线性型标量势大于或等于其矢量势时的 ’()*+,-./0.+ 方程的 1 波束缚态解，其解可用合流超几何函数

表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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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引 言

在强耦合条件下，在势场中运动粒子的相对论

效应变得非常重要［!］，而在考虑相对论效应时，处于

势场中运动粒子需要用 ’()*+,-./0.+ 方程或 5*/67 方

程来描述 2最近寻找 ’()*+,-./0.+ 方程或 5*/67 方程

的精确解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而且一些典型势

阱中的 ’()*+,-./0.+ 方程或 5*/67 方程的精确束缚态

解已经被获得［"—!!］，但这些解绝大多数是在标量势

等于矢量势条件下获得的［3—!"］2文献［!#—!&］指出，

当标量势大于或等于矢量势时其束缚态解存在，因

此得到在标量势大于或等于矢量势条件下其 ’()*+,
-./0.+ 方程或 5*/67 方程的精确束缚态解更具有理

论意义 2线性势在分析重介子的质谱时是非常有用

的，即把它们看成由两个重夸克组成的夸克偶数，两

夸克之间有线性势作用，它的 879/:0*+;)/ 方程的 1
波精确解可用 <)11)( 函数表示［!3］2本文将在线性型

标量 势 大 于 或 等 于 其 矢 量 势 的 条 件 下，得 到 其

’()*+,-./0.+ 方程的 1 波精确束缚态解，其解可用合

流超几何函数表示 2

" 4 具有线性势型标量 势 与 矢 量 势 的

’()*+,-./0.+ 方程的 1 波束缚态解

文献［"］指出，具有标量势 !（ "）与矢量势 #（ "）
的 1 波 ’()*+,-./0.+ 方程（!="=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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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 常 数 ( 考 虑 到 波 函 数 的 边 界 条 件

$（ "） "!) * +，则有 !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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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当 "!) 处 $（ "）* +，合流超几何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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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中断成多项式 ( 这就要求 #!$
为零或负整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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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式为 1 波束缚态所满足的能谱方程，由它决定

能级 &% (相应的径向波函数（未归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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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及讨论

本文给出了在线性型标量势大于或等于线性型

矢量势的条件下其 45"6789:;<:7 方程的 1 波精确束

缚态解 (它的能谱方程由（&0）式给出，未归一化的波

函数由（&-）式给出 (同时也讨论了基态的能谱方程

和未归一化的波函数，即文中的（&2）和（&.）式 (
对于在线性型标量势等于线性型矢量势的条件

下，其 45"6789:;<:7 方程或 =6;>? 方程的 1 波精确束

缚态解，它们的求解方法中只要适当地令上变量就

可转化到 @?A;B<67C"; 方程，而线性势的 @?A;B<67C";
方程求解在文献［&-］中已有详细的讨论，这里就不

再求解 (至于在线性型标量势大于或等于线性型矢

量势的条件下其 =6;>? 方程的 1 波精确束缚态解，需

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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