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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种新的解法，经过求解微分方程很简单地得到了与殷雯（物理学报 !" "$’&）同样的结果 (殷文通过精确

求解含时量子体系，研究了在周期耦合驱动下电子在两量子阱中的受迫振荡，不仅得到了一般情况下的振荡公式，

而且特别讨论了在!) # 情况下电子布居数的演化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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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 言

电子在周期驱动耦合量子阱中动力学的研究是

很有意义的工作［"—%］( 殷等人［"］通过精确求解含时

量子体系，研究了在周期耦合驱动下电子在两量子

阱中的受迫振荡 (电子在双量子阱间的隧穿可由周

期性外场控制，殷等人利用玻色算符变换到角动量

算符的方法得到了电子被囚禁在单一量子阱中的条

件；并且着重讨论了当驱动不含时（! ) #）的情形 (
本文直接用布居数和两量子点间跃迁算符对! ) #
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与文献［"］一样的结果 (

& ? 方法和计算结果

对于文献［"］所研究的模型，我们令! ) #，得到

如下的 @/.01AB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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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符号意义与文献［"］中所叙述相同 (我们作如

下的算符代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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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算符代入 @<0E<8:<F2 方程：0$$% )［!，%］，可

得到如下的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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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方程是可以严格求解的 ( 我们现在分别讨论

不同初始条件下电子的振荡行为：

"）初始时如果电子在高能级量子阱中，也就是

体系的初始态为 G%（#）〉) G C 〉，此时我们有如下的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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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地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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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C D " D (结论与文献［"］的（&*）式相同 (
&）同样地，电子处于低能级量子阱中时，我们

有G%（#）〉) G D 〉，#（#）)#
C（#）) #，#"（#）) #，

#&（#）) "，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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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始 时 刻，电 子 处 于 叠 加 态 G%（#）〉)
"
"&

（ G C 〉C G D 〉），

#（#）)#
C（#）) "

& ，

#"（#）) "
& ，#&（#）) "

& ，

第 *’ 卷 第 5 期 &##5 年 5 月

"###-%&4#I&##5I*’（#5）I%’4%-#&
物 理 学 报
JKLJ M@NOPKJ OPQPKJ

RB1(*’，QB(5，S;1T，&##5
!

###############################################################
&##5 K708( M7TE( OB>(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时刻，电子处于叠加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以看到上述结果都分别和文献［!］的（$.），

（$/），（$’）式完全符合 ,

0 1 结 论

针对文献［!］所研究的模型，利用与其完全不同

的方法，求解了当% " % 时电子在耦合量子阱中的

振荡，得到与文献［!］相同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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