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脉冲式棘齿势场作用下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运动!

陈文钦!）"） 海文华!）# 李 辉!） 马志英"）

!）（湖南师范大学物理系，长沙 $!%%&!）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基础学院，儋州 ’(!()(）

（"%%* 年 & 月 + 日收到；"%%* 年 & 月 !* 日收到修改稿）

考虑赝势近似下囚禁于 ,-./ 阱中的单离子与由脉冲式双激光驻波构成的棘齿势场的相互作用 0应用积分方程

方法得到系统的经典运动精确解，通过数值方法作出相空间轨道并计算由平均速度定义的流，结合分析与数值结

果研究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运动特性 0与单驻波型激光脉冲情形相比，发现两个重要的棘齿效应：一是脉冲式棘

齿势场的作用导致参数空间混沌区域的改变，从而适当调节第二驻波参数，可使离子的规则运动变为混沌运动，或

者混沌运动变为规则运动；二是通过分析平均流随激光参数的变化，发现棘齿势场的介入能使囚禁离子作平均意

义下的单向输运，随着势场强度增加到混沌区域，流的强度明显减小并改变方向，系统进入混沌运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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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离子阱与囚禁于阱中的离子构成一个非常有用

的物理系统，而激光冷却和离子囚禁技术的结合开

辟了离子阱应用的新篇章 0目前，离子阱系统已被广

泛应用于科学和技术研究的多个领域 0它不仅作为

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被用来检验量子力学的基本原

理，如 非 经 典 态 的 制 备［!—)］，量 子 跃 迁 现 象 的 观

测［$］，而且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

应用于量子逻辑操作［’—(］、量子计 算［ &，+］、量 子 信

息［!%，!!］、高精度离子阱频标［!"］、高精密光谱测量［!)］

和离子阱质谱分析［!$］等等 0由于离子阱中囚禁离子

的运动对外场参数和初始条件的影响极其敏感，两

者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导致离子的经典运动轨迹发生

较大的偏移，甚至产生不可预测的混沌现象 0根据量

子3经典对应原理，经典不稳定性和混沌特征必将在

离子的量子运动中有所对应 0因此对囚禁离子各种

新的经典运动性质的研究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 0
目前已经有许多文献对单离子和多离子体系的

动力学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0囚禁于离子阱中

的单个离子，由于不与其他粒子碰撞而成为孤立的

体系，能长时间地囚禁于阱中 0通过施加外场与离子

相互作用，可以探索系统的各种有趣的物理性质 0单
离子与激光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经吸引了许多研究

者，相关的研究结果也较多［!(，!&］0 当激光强度较小

时，激光的作用相当于对系统的微扰，单离子在囚禁

场中仍然作规则运动 0随着激光强度不断增大，非线

性现象变得越来越明显，系统逐渐由规则运动进入

混沌运动［!+—""］0文献［"%］研究了激光驻波作用下的

单离子系统，文献［"!，""］研究了单驻波型激光脉冲

作下的囚禁单离子系统 0
与单束激光驻波对离子作用不同，两束激光驻

波作用于离子将产生所谓的棘齿效应［")，"$］0 近年

来，有关棘齿效应的研究很多，研究的领域也很广，

比较 典 型 的 有 在 不 对 称 周 期 势 中 布 朗 粒 子 的 运

动［"$，"’］、约 瑟 夫 森 结 阵 列 中 棘 齿 势 对 磁 通 的 作

用［"*，"(］、冷原子中不对称光学晶格的棘齿效应［")，"&］

和其他量子领域的“棘齿效应”［"+］等等 0在文献［"$］

中，作者研究了在不对称棘齿势作用下粒子的经典

动力学问题，采用不同时刻和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平

均速度定义了粒子流，通过分析流随棘齿势强度的

变化曲线与平均速度的分叉图之间的关系，得到了

粒子的混沌运动与反向流之间的联系 0
本文主要探讨在赝势近似下和由脉冲式双激光

驻波构成的棘齿势场作用下，囚禁于 ,-./ 阱中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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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系统的规则与混沌运动 ! 我们首先应用积分方

程方法得到系统的经典运动精确解，包括任意时间

区间的连续运动态和以激光脉冲打开时刻为时间变

量的离散映射关系 !通过数值方法作出在不同参数

值和不同初始条件下的相空间轨道并计算由平均速

度定义的流，结合分析与数值结果研究囚禁离子的

规则与混沌运动特性 ! 与单驻波型激光脉冲情形相

比，我们发现脉冲式棘齿势场作用下的囚禁离子的

运动要复杂得多 !存在两个重要的棘齿效应：一是适

当调节棘齿势场的第二驻波强度，可使离子由规则

运动变为混沌运动，或者由混沌运动变为规则运动；

二是通过分析平均流随激光参数的变化，发现在囚

禁势存在的情况下，棘齿势场的介入也可能使离子

产生平均意义下的单向输运 ! 随着势场强度增加到

混沌区域，平均流的强度明显减小并改变方向，系统

进入混沌运动 !

" ! 系统的经典运动精确解

我们考虑囚禁于 #$%& 阱中的一维单离子，沿 ’
方向引入两列激光驻波，它们的强度正比于 (%)* 频

率的平方，在一定条件下可用!脉冲来近似［+,］! 若

周期性地开关激光源，两列激光驻波形成脉冲式棘

齿型势场［"+，"-］! 在赝势近似下，系统的哈密顿量可

写为［".，"+，"-，+,］

! / ""

"# 0 .
" #""

, $" 0 %&（$）!
1

’ / .
!（ ( 2 ’)），

（.）

式中 ’ 为整数，# 为离子质量，" 和 $ 分别为离子动

量和坐标；", 为阱频，与加在 #$%& 阱上的直流电压

和交流电压以及阱参数有关；) 为开关激光光源的

时间周期，% /#$"!%"
, 3（4&）为势场的有效强度，与

#有相同量纲，其中& 为失谐量，$#, 为脉冲宽

度，%, 为 (%)* 频率；&（$）是无量纲棘齿型周期势，

&（$）/ 567（"*$）0’567 -*$ 2 !( )" ， （"）

式中’为控制棘齿型周期势的倾斜因子，取值一般

在 , 至 ,89 之间，是无量纲参数，* 为第一列激光驻

波的波矢，第二列激光驻波的波矢为 "* ! 当选取参

数’/ ,8"9 和 * / .8"" : .,; <2 .时，棘齿势 &（ $）如

图 . 所示 !由图可见，该棘齿势的每个势阱或势垒都

是左右不对称的 !
将（.）式代入哈密顿正则方程，可以得到离子在

图 . 参数取为’/ ,! "9 和 * / .8"" : .,; <2 . 情形的无量纲棘

齿型周期势

阱中受棘齿型周期势作用的经典运动方程

$= 0""
, $ / + 7*>（"*$）0 "’7*> -*$ 2 !( )[ ]"

:!
1

’ / .
!（ ( 2 ’)）， （+）

式中，+ / "%* 3< 与速度具有相同的量纲 !下面分两

种情形对方程（+）的解进行分析 !
.）当时间 ($ ’) 时，（+）式因右边等于 , 而成为

简谐运动方程

$= 0""
, $ / ,! （-）

方程（-）在时间区间（ ’ 2 .）) ? ( ? ’) 的解为我们熟

知的

$ / ,’ 567（", (）0 -’ 7*>（", (）， （9%）

$·/ 2", ,’ 7*>（", (）0", -’ 567（", (），（9)）

,’ ，-’ 为由初始条件决定的积分常数 !（9）式表明，

当 ($ ’) 时，离子作频率为",、振幅为 ,"
’ 0 -"" ’ 的

周期运动，但对于不同的时间区间，,’ 和 -’ 为不同

的待定常数 !
"）当 ( / ’) 时，设，, ?(%.，由于位置 $ 是连

续的，可以得到 ’) 和（ ’) @(）时刻有相同的位置表

达式，即

$’ / $（ ’)）/ ,’ 567（", ’)）0 -’ 7*>（", ’)）

&$（ ’) @(）! （;）

下面利用文献［+.，+"］中提出的解积分方程的

方法，求给定初始坐标 ,. 和初始速度",). 时方程

（+）的精确解 !首先求（-）式的两线性无关解

.. / 7*>（", (）， （A%）

." / ..’. 2"
. B ( / 2 .

",
567（", (）! （A)）

这样可以得到在时间区间 , ? ( ? ’)，与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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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等价的积分方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利用$函数的性质，将（1）式代入（0）式，我们得到

在时间区间 ’ 2 # 2 %& 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4）

它描述系统在任意时间区间的连续运动态 /再利用

（5）式和（6）式即可得到在 # " %& 时刻的精确解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8）

很显然，式中 "# " !’，!’ *# " +’，!’ 和 +’ " !·’ 分别

为初始时刻（ # " ’）离子运动的位置和速度 /由（#’）

式容易得到离子在 # " %&（ % 9 #）时刻位置和速度的

递推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8）

它们给出以激光脉冲打开时刻为时间变量的离散映

射关系 /从（##）式可以看出，只要给定初始时刻的位

置和速度 !’，!·’，就可以通过迭代得到任意 %& 时刻

的运动状态 /

! / 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轨道

当（!）式中#" ’ 时，文献［)#］已经对囚禁离子

的规则和混沌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显然，当##
’ 时，也就是说存在棘齿势作用时，囚禁离子的运动

会更 加 复 杂 / 由（ ##）式 出 发，利 用 数 学 软 件

:7;<=>7;+$7 编制迭代程序，我们画出了不同参数值

和初始条件下囚禁单离子4?=( 的相空间轨道，并用

以对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动运动作进一步研究 /
首先，我们考虑离子运动随参数#变化的情

况 / 选取参数 ’ " ’@’)1!4- >A&，& " 0@10 3 #’* 1 &，

!’ " )@!65’ 3 #’5 BC，( " #@)) 3 #’6 >* #，!（’）" 6@’’
3 #’* 5 >，!·（’）" ’/当# " ’ 时，所得的图像如图 )

（7）所示，图像点构成封闭曲线，表明囚禁离子作周

期运动 /当##’，即存在棘齿势时，离子运动将随

着#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通过数值实验发

现，#" ’@## 时，离子将逐渐由周期运动进入混沌运

动 /当到#" ’@#1# 时，图像点已经完全扩散开来，混

沌现象已经很明显，如图 )（8）所示 /当#" ’@)5 时，

图像如图 )（$）所示，图像点混乱程度继续增加，并

且出现分形结构，表明囚禁离子的运动越来越复杂，

混沌程度加深，混沌区域扩大 /然后，我们分别研究

了#" ’ 和#" ’@)5 时，也就是有无棘齿周期势两种

情况下，囚禁离子运动随着参数#，!’，& 的变化情

形 /我们发现，在其他参数和初始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 ’ 时，囚禁离子要在势场的有效强度值达到

’ " ’@’!) >A& 时才开始进入混沌运动，而# " ’@)5
时，在 ’ " ’@’#6! >A& 时就开始进入混沌运动，如图

)（.）所示 /同样，在其他参数和初始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 ’ 时，有多个!’ 的取值区间，可以使离子

出现周期运动，例如阱频区间［)@!60’’ 3 #’5 BC，
)@!0#’’ 3 #’5 BC］等 / 在# " ’@)5 时，只有少数狭窄

的阱频区间出现周期运动，如在较小的阱频区间

［)@!0!#’ 3 #’5 BC，)@!0-!’ 3 #’5 BC］，囚禁离子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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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不同!和 ! 值对应的相空间轨道（其他参数和初始值取为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1）!" &，! " &$&!+-23 (4,，图像为封闭曲线，表明离子作周期运动；（5）!" &$#+#，! "

&$&!+-23 (4,，图像向四周完全扩散开来且分布是混乱的，表明离子逐渐由周期运动过渡到了混沌运动；（6）!" &$!.，! " &$&!+-23 (4

,，图像点混乱程度继续增加，并且出现分形结构，表明囚禁离子运动的混乱程度加深，混沌区域扩大；（7）!" &$!.，! " &$&#’- (4,，

图像点对比（1）有一定扩散，表明在势场的有效强度较弱时，第二个激光的介入也能导致混沌运动

期运动 8同时在研究周期 # 对离子运动的影响时，

发现有相类似的由第二个激光介入引起的周期运动

参数区域减小的现象 8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棘齿势

场对囚禁离子的影响要比单激光驻波的影响复杂的

多，前者更容易使囚禁离子进入混沌状态 8
此外，通过研究也发现，在选取合适参数的情况

下，第二个激光的介入也有可能使原来的混沌运动

变为周期运动 8即在棘齿势场下系统的周期运动参

数区域中，存在!" & 时系统的混沌运动参数区域 8
例如当选取参数!" &，! " &$&!+-23 (4,，# " *$-& %
#&+ ,，"& " !$-’. % #&. /0，" " #$!! % #&’ () #，$（&）"

’$&& % #&) . (，$·（&）" &，这里的参数与图 !（1）比较

仅仅是将开关激光源的周期 # 变小了，但此时我们

发现囚禁离子的运动是混乱的，如图 -（1）所示 8 如

果其他参数不变，取!" &$!.，也就是第二个激光的

介入形成棘齿周期势场后，囚禁离子的运动反而变

为周期的了，如图 -（5）所示 8而且此时非常有趣的

就是，相点全部落在相空间的 -! 个点上，囚禁离子

以 -!# 为一个时间周期依次在相空间的 -! 个位置

上作周期运动 8

为了进一步了解棘齿势场对囚禁离子的影响，

我们还对弱囚禁状态的离子进行了研究 8 此时调节

加在势阱上的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可使阱频"&

很小，从而方程（-）中"!
& 项可以看作微扰 8因此，在

零级近似下，可认为（##）式中"&!& 8 为了简单，设

新变量 % " $·# 8 利用罗比塔法则，由（##）式可以得

到"&!& 情形的递推关系式

$& " $&)# 9 %&)# 9 [!# ,:;（!"$&)#）

9 !!,:;（3"$&)# ) !]! ， （#!1）

%& " %&)# 9 [!# ,:;（!"$&)#）

9 !!,:;（3"$&)# ) !]! ， （#!5）

当!" & 时，（#!）式是熟知的标准映射 8为了研究第

二个激光的介入对标准映射下离子运动的影响，取

参数 ! " &$3!&! (4,，# " *$+* % #&) + ,，" " #$!! %
#&’ () #，$（&）" ’$&& ( % #&) . (，$·（&）" &，作不同!
值对应的相空间轨道如图 3 所示 8图 3（1）说明，当!
" & 时离子作周期运动 8图 3（5）取!" &$!. 形成的

*&-# 物 理 学 报 .’ 卷



图 ! 不同!值对应的相空间轨道（其他参数和初始值取为 ! " #$#%&!’( )*+，" " ,$!# - .# / & +，"# " %$!01 - .#1

23，# " .$%% - .#0 )/ .，$（#）" 0$## - .# / 1 )，$·（#）" #）（4）!" #，离子运动相空间状态点偏离单一曲线扩散开来，

明显具有不规则性，表明囚禁离子处于混沌状态；（5）!" #$%1，图像点以 !%" 为一个时间周期分别依次落在不同的

!% 个位置上，显然囚禁离子做周期运动

图 ( 阱频趋近零时不同!值对应的相空间轨道（其他参数和初始取值为 ! " #$(%#% )*+，" " ,6 &, - .# / & +，# "

.$%% - .#0 )/ .，$（#）" 0$## - .# / 1 )，$·（#）" #）（4）!" #，离子运动相点成单一闭合曲线，表明囚禁离子作周期

运动；（5）!" #$%1，运动轨迹出现复杂结构，表明系统已进入混沌运动状态

棘齿势场，离子运动轨迹出现复杂结构，表明已进入

混沌运动状态 6

( 6 平均流与输运现象

前面讨论了囚禁离子的运动特性，本节将讨论

有无棘齿势作用时囚禁离子的输运性质 6 在文献

［%(］中，作者研究非囚禁粒子在空间棘齿势和时间

周期驱动共存情形的经典运动 6 他们采用不同时刻

和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平均速度定义了粒子流，并分

析了产生反向流的临界值附近参数的改变对动力学

性质的影响，由此揭示了反向流的起因 6 其中流 %
的定义包括两个平均：首先，选取初速度 $·" #，然后

以 $# " # 为中心均匀地选取 & 个不同初始位置为

初始条件，对应于第 ’ 个初始条件离子在 () 时刻的

速度为 $·’ ，这样就得到第一个对不同初始条件的速

度平均值

*) " .
&!

&

’ " .
$·’（ () ），) " .，%，⋯，+ 6 （.!）

按照（.!）式可以得到 + 个不同离散时刻的平均值

*) ，把这 + 个平均值 *) 再对时间取平均值，这样得到

的第二个速度平均值即为所定义的流

% " .
+!

+

) " .
*) 6 （.(）

在这样定义的流 % 是系统参数的函数 6设定部分参

数，可以得到流 % 随有效强度 ! 的变化关系 6 文献

［%(］通过分析产生反向流的临界参数值附近系统的

动力学性质，得到反向流产生的原因，即发生反向流

时，系统由规则运动转入混沌运动 6本文所考虑的流

与囚禁离子的动力学性质是否有类似的关系呢？

本文不同于文献［%(］，我们的系统包含谐振子

囚禁势和时间#函数势，但仍可采用（.!）式和（.(）

式中流的定义 6从（..）式可以得到任意 () 时刻的速

’#!.! 期 陈文钦等：脉冲式棘齿势场作用下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运动



度，代入（!"）和（!#）式即得平均流 !，显然它是参数

!，"，#，$ 和"$ 的函数 %我们将取定其他参数，只考

虑流 ! 随激光参数!和 " 的变化情形 %
首先选取 " & $% $’(")# *+,，# & -.(- / !$0 ( ,，

"$ & ’."12 / !$2 34，$ & !.’’ / !$1 *0 !，由（!"）和

（!#）式数值计算流 ! 随参数!的变化情况，得到结

果如图 2 所示 %从图 2（5）可以看出，随着倾斜因子!
作微小变化，平均流发生很大的变化 % 但在!值小

于 $.!( 情形，其数值总是大于零 % 这意味着虽然存

在谐振子囚禁势，离子也能产生平均意义下的单向

输运，这只能是一种棘齿效应 %当然，从图 2 可见，这

种单向输运的平均流很弱，因为流 ! 的取值很小 %
当!值大于 $.!( 时，出现 ! 6 $ 的反向流 % 虽然在

!& $.!! 时，相空间轨迹图显示离子运动将逐渐由

周期运动进入混沌运动，但此时图 2（5）中流 ! 锐减

到接近 $，并未出现 ! 6 $ 的情况 %而且在此后一段

!值也维持流 ! 具有较小值，并在离子运动的过渡

阶段流 ! 又升到一个较大值 %直到囚禁离子明显进

入混沌运动所对应的!值（如图 ’（5）所示，此时!
& $.!(!），才出现反向流 %这说明棘齿势场作用下反

向流的出现确实与囚禁离子运动性质的突变存在着

内在联系 %

图 2 由平均速度定义的流 ! 随参数 " 和!的变化曲线（其他参数取为 # & -.(- / !$ 0 ( ,，"$ & ’."12 / !$2 34，$ &

!.’’ / !$1 *0 !）（5）" & $.$’(")# *+,，! 随参数!的变化曲线；（7）虚线和实线分别表示!& $ 和!& $.’2 时流 !
随参数 " 的变化曲线

其次取参数 # & -% (- / !$0 ( ,，"$ & ’."12 / !$2

34 和 $ & !.’’ / !$1 *0 !，分别就! & $ 和! & $.’2
两种情形，数值计算流 ! 随势场的有效强度 " 的变

化情况，所得结果如图 2（7）所示 % 图 2（7）中的虚线

表示!& $ 时流 ! 随参数 " 的变化，显然，该情形流

始终接近零，数量级在 !$0 !( *+, 以下 % 从图 2（7）实

线可以看出，当!& $.’2 时，随着参数 " 的变化，平

均流 ! 的大小先增后减，在临界值 " & $.$!1"$((2
*+, 处出现反向流 %对比前面给出的相空间轨迹图，

我们注意到，此时囚禁离子的运动刚刚由周期运动

过渡到混沌运动 % 由此可见，在棘齿势场情形，出现

反向流仍是混沌起始的标志 %

2 % 结论与讨论

通过由两列激光驻波形成的棘齿势与物理系统

相互作用，研究棘齿效应带来的新的物理现象，近年

来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 在离子阱中实现棘齿势

与囚禁离子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实验可操作的有用

的方案 %本文考虑的脉冲式棘齿势场，只需在文献

［"$］的系统中添加一列激光驻波即可得到 % 我们研

究在这样的棘齿势场下囚禁单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运

动性质，寻求相关的棘齿效应导致的物理现象 %利用

积分方程方法，我们得到系统的经典运动精确解，包

括任意时间区间的连续运动态和以激光脉冲打开时

刻为时间变量的离散映射关系 % 利用该精确解和数

值方法，我们作出了在不同参数值和不同初始条件

下的相空间轨道，计算了用平均速度定义的流随棘

齿势场参数的变化情况 %结合分析与数值结果，我们

得到囚禁离子在棘齿周期势中规则运动和混沌运动

的参数区域 %与单驻波型激光脉冲情形相比，我们发

现棘齿势场的存在使囚禁离子的运动变得更加复

杂 %我们的结果证实了两个重要的棘齿效应：一是脉

冲式棘齿势场的作用导致参数空间混沌区域增大，

规则区域减小，并部分改变两区域的位置；从而适当

调节棘齿势场的第二驻波强度，可使离子由规则运

动状态进入混沌运动，或者将混沌运动变为规则运

动；二是通过计算不同参数情形的平均流，得到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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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齿势场时，流的取值的数量级在 !"# !$ %&’ 以下，

可以忽略；而棘齿势场的介入导致平均流的取值明

显增大 (这揭示了在囚禁势存在的情况下，棘齿势场

能使离子产生平均意义下的单向输运 (随着势场强

度增加到混沌区域，流的强度明显减小并改变方向，

反向流的出现成为系统进入混沌运动的标志 (上述

棘齿效应是实验上可观测的，我们期待利用现有的

离子阱技术，实验观测这些效应 (

［!］ )*+,-*, . /，0+,*12,3 . / !44" !"#$ ( %&’ ( 5 !" 64$$
［6］ 07 8，82,9 :，!44$ !"#$ ( %&’ ( (&)) ( #$ ;"<=

3* >2?@’ A+1B@ C( D，E@9*1 0 !44= !"#$ ( %&’ ( (&)) ( #% ="<

07 8 6""! !"#$ ( %&’ ( 5 =; "F6;";
［;］ A*,9 >，)2+ 0 )，GB7 : 0，H2@ I D，JB+ D 6""" *"+, ( !"#$ ( &

6F"

A*,9 >，02,9 : H 6""6 - ( ./) ( 0：123,)24 5&4+K 673$$ ( ./) (

! 6<;

A2,9 : >，A*,9 >，JB+ D，H2@ I D，GB7 : 0 !44$ 86)3 !"#$ (

5+, ( !% 6!="（+, LB+,*’*）［方细明、冯 芒、施 磊、高克林、

朱熙文 !44$ 物理学报 !% 6!="］

［M］ L+N2O /，P12?? C，Q2NR+,’ 5 J，G@11*N Q !44M !"#$ ( %&’ ( 5 !&

!6"6
［F］ QN@?’*,R@ S，C*T%@,3 H，JOB1@’’*N U，HN2,9+*N Q 6""6 !"#$ (

%&’ ( 5 %% "=6;"=
［=］ D2, ) /，82,9 V 8，0*+ D A 6""6 86)3 !"#$ ( 5+, ( ’( !$;"（+,

LB+,*’*）［蓝海江、杨庆怡、韦联福 6""6 物理学报 ’( !$;"］

［$］ J2’7N2 >，P7-OR E 6""! !"#$ ( %&’ ( 5 %! "!6;"F
［<］ /+2,,+’ Q，)*NW*N? 0 6""6 !"#$ ( %&’ ( (&)) ( $& !<$4";
［4］ /@,2?B2, >，Q1*,+@ > P，I,+9B? Q D 6""6 !"#$ ( %&’ ( 5 %"

"M6;"$
［!"］ J?*2,* 5，C@@’ L，J?*X*,’ A，>7,3? . 5，D*+WYN+*3 .，JOB%+3?K

I21*N A，P12?? C 6""" !"#$ ( %&’ ( 5 %" "M6;"F

U29*N1 ) L，D*+WYN+*3 .，C@B3* )，ZB21B2%%*N H，S’OB,*N /，

JOB%+3?KI21*N A，P12?? C !444 !"#$ ( %&’ ( 5 %) !MF
［!!］ A2,9 > A，D+7 :( 6""! 86)3 !"#$ ( 5+, ( ’) 6;=;（+, LB+,*’*）［方

卯发、刘 翔 6""! 物理学报 ’) 6;=;］

［!6］ P12?? C !44; +, A7,32%*,?21 ’T’?*%’ +, [72,?7% @\?+O’ ，

QN@O**3+,9’ @Y ?B* 1*’ )@7OB*’ J7%%*N JOB@@1 ，J*’’+@, D]]] ，

*3+?*3 WT C2T%@,3 / > 2,3 G+,7^7’?+, /（ U@N?B )@112,3 ，

5%’?*N32% ）Q6F;
［!;］ 0+,*12,3 . /，P@11+,9*N / /，]?2,@ 0 >，>@@N* A D，)*+,-*, . /

!446 !"#$ ( %&’ ( 5 !% C=$4$
［!M］ LB*, 8，V+ L )，)2, A > 6""F *"&4 ( - ( *"+,&$& 9,+’&:$+)+&$ "%

!<6<（+, LB+,*’*）［陈 勇、祁春华、韩凤梅 6""F 高等学校化

学学报 "% !<6<］

［!F］ JB+ D，.72, 8 0，A*,9 >，GB7 : 0，A2,9 : > !44< 86)3 !"#$ (

5+, ( !# !6M<（+, LB+,*’*）［施 磊、段宜武、冯 芒、朱熙文、

方细明

!44< 物理学报 !# !6M<］

［!=］ )2+ 0 )，)72,9 J，H2@ I 6""; - ( !"#$ ( P *% ;"FF

)2+ 0 )，A*,9 >，GB7 : &) 37 6""" ;,)&: ( - ( <"&=: ( !"#$ ( *&

!M"F

07 8 0，)2+ 0 )，L2+ D 6""= 86)3 !"#$ ( 5+, ( ’’ F<;（ +,

LB+,*’*）［邬云文、海文华、蔡丽华 6""= 物理学报 ’’ F<;］

L2+ D，)2+ 0 )，D7 H P，6""= *"+, !"#$ (’ !6$F
［!$］ H2@ I D，GB7 : 0 !44$ !"#$+6$ 6= ((（+, LB+,*’*）［高克林、朱

熙文 !44$ 物理 "% !!］

［!<］ /+2,9 8，A*,9 >，H2@ I D，GB7 : 0 6""! *"+, ( !"#$ ( & 6"6

L2+ D )，)2+ 0 )，07 8 0 6""= *=442, ( <"&=: ( QBT’( !’

!"<4
［!4］ )2+ 0 )，.72, 8 0，GB7 : 0 &) 37 !44$ 86)3 !"#$ ( 5+, ( !%

6!$$（+, LB+,*’*）［海文华、段宜武、朱熙文等 !44$ 物理学报

!% 6!!$］

［6"］ )2+ 0 )，.72, 8 0，GB7 : 0 &) 37 !44< - ( !"#$ ( 5 *( 644!

)2+ 0 )，A*,9 >，GB7 : 0，JB+ D，H2@ I D，A2,9 : > !444 - (

!"#$ ( 5 *" <6=F
［6!］ D+ A，)2+ 0 ) 6""M 86)3 !"#$ ( 5+, ( ’* !;"4（+, LB+,*’*）［李

飞、海文华 6""M 物理学报 ’* !;"4］

［66］ D+ A，)2+ 0 )，LB@,9 H，:+* V Z 6""M *=442, ( <"&=: ( !"#$ (

!" F44
［6;］ S%+1 D，>2?’ 0 6""F !"#$ ( %&’ ( (&)) ( &! !!"=";
［6M］ >2?*@’ / D 6""" !"#$ ( %&’ ( (&)) ( $! 6F<
［6F］ AN2,O+’O@ / L，D7+’ .，Q2NN@,3@ / > C 6""M !"#$ ( %&’ ( (&)) ( &*

"M"=";
［6=］ >2^*N / >，Q*97+N@, /，HN+Y@,+ >，Z7’X*13 >，>@@+^ > S 6"";

!"#$ ( %&’ ( (&)) ( &) "F=<"6
［6$］ G2\2?2 ]，P2N?7’’*R C，J@1’ A，)2,99+ Q !44= !"#$ ( %&’ ( (&)) (

## 6646
［6<］ >*,,*N2?KC@W+11+2N3 L，D7O2’ .，H7+W21 J，Z2W@’2 /，/7NO-2R L，

L@7N?@+’ / 8，HNT,W*N9 H !444 !"#$ ( %&’ ( (&)) ( $" <F!
［64］ C*+%2,, Q，HN+Y@,+ >，)2,99+ Q !44$ QBT’( C*X( D*?? ( #& !"
［;"］ H2N3+,*N J 5，L+N2O / ]，G@11*N Q !44$ !"#$ ( %&’ ( (&)) ( #& M$4"
［;!］ )2+ 0 )，A*,9 >，GB7 : 0，JB+ D，H2@ I D，A2,9 : > 6"""

!"#$ ( %&’ ( 5%( "F6!"F
［;6］ )2+ 0 )，GB7 : 0，A*,9 >，JB+ D，H2@ I D，A2,9 : > 6""! - (

!"#$ ( 5 *! D$4

!!;!; 期 陈文钦等：脉冲式棘齿势场作用下囚禁离子的规则与混沌运动



!"#$%&’ &() *+&,-.* /,-.,(0 ,1 & 0.(#%" -’&22") .,( .(-"’&*-.(# 3.-+
& 1%&0+.(# ’&-*+"- 2,-"(-.&%!

!"#$ %#$&’($)）*） +,( %#$&+-,)）. /( +-()） 0, 1"(&2($3*）

)）（!"#$%&’"(& )* +,-./0.，12($( 3)%’$4 5(/6"%./&-，7,$(8.,$ 4)556)，7,/($）

*）（7)44"8" )* 9$./0 :0/"(0"，:)2&,&7,/($ 5(/6"%./&- )* ;%)#/0$4 <8%/024&2%"，!$(=,)2 78)898，7,/($）

（:#;#(<#= > ?-3-@A *55B；C#<(@#= D,$-@;C(EA C#;#(<#= )B ?-3-@A *55B）

?F@AC,;A
G$=#C A"# E@#-=HEHA#$A(,I ,EECHJ(D,A(H$，KHC , @($3I# L,-I AC,EE#= (H$ M"(;" ($A#C,;A@ M(A" , KI,@"($3 C,A;"#A EHA#$A(,I

KHCD#= FN AMH I,@#C @A,$=($3 M,<#@，M# ,EEIN A"# D#A"H= HK ($A#3C,I&#O-,A(H$ AH ;H$@AC-;A A"# #J,;A @HI-A(H$ HK A"# ;I,@@(;,I
#O-,A(H$，,$= -@# A"# $-D#C(;,I A#;"$(O-# AH EIHA A"# HCF(A@ ($ E",@# @E,;# ,$= ;,I;-I,A# A"# ;-CC#$A =#K($#= FN A"# ,<#C,3#
<#IH;(AN P QN ;HDF($($3 A"# ,$,INA(;,I C#@-IA@ M(A" $-D#C(;,I H$#@，M# ($<#@A(3,A# A"# C#3-I,C ,$= ;",HA(; DHA(H$@ HK A"# @N@A#DP
!HDE,C#= AH A"# ;,@# HK A"# KI,@"($3 I,AA(;# EHA#$A(,I，AMH (DEHCA,$A C,A;"#A #KK#;A@ ,C# KH-$= "#C#：R(C@A，A"# KI,@"($3 C,A;"#A
EHA#$A(,I ;",$3#@ A"# ;",HA(; C#3(H$ ($ A"# E,C,D#A#C @E,;# @-;" A",A M# ;,$ D,S# A"# C#3-I,C DHA(H$ HK (H$ ;",HA(; HC 6/0" 6"%.$
FN ,=T-@A($3 A"# E,C,D#A#C@ HK A"# @#;H$= I,@#C P U#;H$=IN，FN ,$,INV($3 A"# #<HI-A(H$@ HK A"# ,<#C,3# ;-CC#$A <#C@-@ A"# I,@#C
E,C,D#A#C@，M# K($= A",A A"# EC#@#$;# HK A"# KI,@"($3 C,A;"#A EHA#$A(,I ;,$ I#,= A"# AC,EE#= (H$ AH F# AC,$@EHCA#= ($ ,<#C,3N ,IH$3
, @($3I# =(C#;A(H$P %"#$ A"# EHA#$A(,I @AC#$3A" (@ ($;C#,@#= AH A"# ;",HA(; C#3(H$，A"# ;-CC#$A =#;C#,@#@ #<(=#$AIN ,$= (A@ =(C#;A(H$
<,C(#@，($=(;,A($3 A"# H$@#A HK ;",HA(; DHA(H$P

!"#$%&’(：KI,@"($3 C,A;"#A EHA#$A(,I，AC,EE#= (H$，;",H@，AC,$@EHCA,A(H$
)*++：5747，9*65

!LCHT#;A @-EEHCA#= FN A"# W,A(H$,I W,A-C,I U;(#$;# RH-$=,A(H$ HK !"($,（XC,$A WH@P )5787594，)5748))7）,$= A"# W,A(H$,I Y#N /,FHC,AHCN HK 0,3$#A(;

:#@H$,$;# ,$= ?AHD(; ,$= 0HI#;-I,C L"N@(;@ HK !"($,（XC,$A WHP Z)7*754）P

. !HCC#@EH$=($3 ?-A"HC P [&D,(I：M"",(*557\N,"HHP ;HDP ;$

*)9) 物 理 学 报 7B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