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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偶数正多边形量子环对称连接特殊情形的自旋输运特性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任意正多边形量
子环的自旋输运性质．不仅解析地求解了相关电子散射问题，而且得到了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电导的普遍公式，并讨
论了它的圆环极限和ＡｈａｒｏｎｏｖＣａｓｈｅｒ相位问题．结合数值计算，研究了正多边形量子环的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电导
随多边形边数、引线连接方式、自旋轨道耦合强度以及电子波矢的周期变化特性和零点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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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批准号：２００９ＺＭ０２９９）资助的课题．
通讯联系人． Ｅｍａｉｌ：ｐｈｗｊｄｅｎｇ＠ ｓｃｕｔ． ｅｄｕ． ｃｎ

１ 引 言
在结构反演对称性破缺的固体材料或器件中，

自旋轨道耦合（ＳＯＣ）将导致Ｒａｓｈｂａ效应［１—８］．由
于Ｒａｓｈｂａ耦合强度敏感地依赖于外电场［９，１０］，人们
期待可以利用Ｒａｓｈｂａ效应实现对电子自旋的量子
调控［１１］．众所周知，电线的走向并不影响经典电子
线路的电导性质，甚至在普通量子网络中也无须特
别关注网线的曲直［１２］，但ＳＯＣ却明显地依赖于电
子的运动速度和方向，即导线的弯曲形状．可以想
象，若将圆形量子环扭曲为正多边形，其自旋输运
特性将由于Ｒａｓｈｂａ效应而发生显著变化．人们不仅
从理论上研究了圆形［１３—２１］和正多边形量子环［２２—２８］

的自旋输运特性，而且还在实验室制备了不同的正
多边形［１０］和圆形量子环阵列［２９—３１］．有关理论研究
和数值模拟［３２，３３］也能够较好地解释电导测量的实
验结果［２９］．

正多边形量子环及其阵列的自旋输运特性研
究是一个典型的量子网络问题［１２，２３，２４，２６］．原则上，人
们可以列出任何复杂量子网络中电子波函数的联
立方程组，并采用数值方法计算求解［２３，２４，２６，３２］，但是
严格的解析结果却不多见．虽然有些论文报道了有
关正多边形量子环电导的解析表达式，但事实上都
包含了一些不严格的假设或近似［２２，２６，２７］．我们在最

近的一篇论文中［２８］严格地研究了存在Ｒａｓｈｂａ ＳＯＣ
的正多边形量子环的自旋输运特性．采用量子网络
的典型方法［１２，２３］和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电导公式［３４］，
不仅严格求解了电子通过正多边形量子环的散射
问题，得到了电导的解析表达式，而且还通过数值
计算分析研究了量子环电导随入射电子能量（或波
矢）和自旋轨道相互作用强度变化的复杂形式．有
关的解析结果还被推广到正多边形环的边数Ｎ趋
近于无穷大的极限情形，与直接采用圆环模型获得
的结果完全一致．

受过去同类工作的影响［２３—２７］，前一篇论文只局
限于研究多边形的边数Ｎ为偶数的特殊情形，并要
求入射引线和出射引线连接在正多变形的对称节
点上．为此，本文将有关研究推广到入射和出射引
线非对称连接的普遍情形，而且不必要求正多边形
量子环的边数为偶数．第２节建立了正多边形量子
环自旋输运问题的网络模型，并给出了描述电子散
射过程的基本理论．第３节求解了电子通过正多边
形量子环非对称情形时的散射问题，得到了透射振
幅和反射振幅的解析表达式；在此基础上还得出了
非对称情形下正多边形量子环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电
导的普遍公式．第４节为简短的结论．

２ 模型和基本公式
考虑如图１所示的正Ｎ边形量子环． Ｎ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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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Ｎ边形量子环示意图（Ｎ ＝ ９，ｍ ＝ ４）　 环上两个节点０
和ｍ分别通过引线与左右电子库相连

相等同为ｌ的量子线在ｘｙ平面内连接成正多边形
量子网络．量子线上存在Ｒａｓｈｂａ形式的自旋轨道耦
合相互作用，左右外界电子库通过入射和出射引线
分别连接到正多边形环上的节点０和ｍ上．在零偏
压极限下，该系统内存在由左端电子库向右端电子
库的电流．与前一项研究的主要区别是我们不再限
制多边形的边数，也不要求入射和出射引线与多边
形的连接点对称分布．忽略子带杂交效应，假定量
子线是单通道的，则描述电子在沿^γ方向量子线上
运动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量可以写作［２２—２７］

Ｈ ＝
ｐ２γ
２ｍ

－
ｋ ｓｏ
ｍ
ｐγ（^ｚ × γ^）·σ， （１）

其中ｐγ ＝ － ｉ ／ ｌ是沿^γ方向运动的电子的动量算
符，ｍ是电子的有效质量（为简单起见，我们忽略
了金属引线和半导体量子阱中电子有效质量的差
别），σ为泡利算符，^ｚ表示垂直于多边形环平面的ｚ
轴正方向的单位矢量，而ｋ ｓｏ描述Ｒａｓｈｂａ ＳＯＣ的强
度α，并且ｋ ｓｏ ＝ ｍα ／ ２ ．

考虑能量为Ｅ的电子由左端引线射入正多边
形量子环，在左右两端引线上电子的波函数可分别
设为

ψ ｌｅｆｔ（ｌ ）＝ Ａｅｉｋ０ ｌ ＋ Ｂｅ － ｉｋ０ ｌ，
ψ ｒｉｇｈｔ（ｌ ）＝ Ｆｅｉｋ０ ｌ， （２）

其中ｋ０ ＝ ２ｍ槡 Ｅ ／ ，表示入射电子的波数，Ａ，Ｂ和
Ｆ分别是入射、反射和透射波函数的概率幅，ｌ是外
部连线上的坐标．电子在直线形量子线ａｂ上任意点
ｌ处的波函数可由两端点的波函数ψａ和ψ ｂ 表示
为［２３，２８］

ψａｂ（ｌ ）＝ ｅ
ｉｋ ｓｏｌ（^ｚ × γ^ａｂ）·σ

ｓｉｎｋｌ
［ψａ ｓｉｎｋ（ｌ － ｌ ）

＋ ｅ － ｉｋ ｓｏｌ（^ｚ × γ^ａｂ）·σψ ｂ ｓｉｎｋｌ ］， （３）

其中ｋ ＝ ｋ２０ ＋ ｋ
２槡 ｓｏ，此时ｌ描述电子在量子线上沿

γ^ａｂ方向由ａ到ｂ的位置坐标，且ｌａ ＝ ０，ｌｂ ＝ ｌ．采用文
献［２８］类似的数学方法和分析技巧，可以推导出波
函数遵循的Ｓｃｈｒｄｉｎｇｅｒ方程，即关于Ｎ ＋ ２个未知
旋量波函数ψ０，ψ１，…，ψＮ 和Ｆ，Ｂ的如下Ｎ ＋ ２个
联立方程组

ψ０ ＝ Ａ ＋ Ｂ， （４）
ψｍ ＝ Ｆ， （５）

Ｒ０，Ｎ －１ψＮ －１ － ２ｃｏｓ（ｋｌ）ψ０ ＋ Ｒ０，１ψ１
＝ －
ｉｋ０ ｓｉｎｋｌ
ｋ
（Ｂ － Ａ）， （６）

Ｒｍ，ｍ －１ψｍ －１ － ２ｃｏｓ（ｋｌ）ψｍ ＋ Ｒｍ，ｍ ＋１ψｍ ＋１
＝ － －

ｉｋ０Ｆｓｉｎｋｌ
ｋ

， （７）
Ｒｎ，ｎ －１ψｎ －１ － ２ｃｏｓ（ｋｌ）ψｎ ＋ Ｒｎ，ｎ ＋１ψｎ ＋１

＝ ０　 　 （ｎ ≠ ０，ｍ） （８）
其中旋转算符定义为

Ｒａｂ ＝ ｅ
－ ｉｋ ｓｏｌ（^ｚ × γ^ａｂ）·σ ． （９）

方程组（４）—（８）完备地描述电子由左端引线入射
的相干散射问题，入射波函数Ａ是由实验给定的已
知条件．利用（８）式可以消除引线连接点以外的其
他节点波函数，以上方程组可进一步简化为关于入
射波幅Ａ、反射波幅Ｂ 和透射波幅Ｆ 的两个联立
方程
ｉｋ
ｋ０
［Ｕｍ，０ＤＮ，ｍ ＋ Ｄｍ，ＮＵ０，ｍ － ２ｃｏｓ（ｋＮｌ）］Ｆ

＝ Ｆｓｉｎ（ｋＮｌ）＋ Ｄｍ，Ｎ（Ｂ － Ａ）ｓｉｎ（ｋｍｌ）
＋ Ｕｍ，０（Ｂ － Ａ）ｓｉｎｋ（Ｎ － ｍ）ｌ， （１０）
ｉｋ
ｋ０
［ＤＮ，ｍＵｍ，０ ＋ Ｕ０，ｍＤｍ，Ｎ － ２ｃｏｓ（ｋＮｌ）］（Ａ ＋ Ｂ）

＝（Ｂ － Ａ）ｓｉｎ（ｋＮｌ）＋ ＤＮ，ｍＦｓｉｎ（ｋｍｌ）
＋ Ｕ０，ｍＦｓｉｎｋ（Ｎ － ｍ）ｌ， （１１）

其中Ｕｍ，０≡ Ｒｍ，ｍ － １ Ｒｍ － １，ｍ － ２…Ｒ１，０和ＤＮ，ｍ≡ ＲＮ，Ｎ － １
ＲＮ － １，Ｎ － ２…Ｒｍ ＋ １，ｍ分别涉及量子环上臂和下臂的旋
转算符的连乘，并且Ｕ０，ｍ ＝ Ｕ － １ｍ，０，Ｄｍ，Ｎ ＝ Ｄ － １Ｎ，ｍ ．

区别于文献［２８］中相对繁琐的计算方法，将
（９）式定义的旋转算符改写为

Ｒｎ＋１，ｎ ＝ ｅ
－ ｉ ｎ ＋１，ｎσ ｚ ／ ２ ｅ － ｉｌｋ ｓｏσ ｘｅｉ ｎ ＋１，ｎσ ｚ ／ ２， （１２）

其中ｎ ＋ １，ｎ是由节点ｎ ＋ １指向ｎ的有向线段与ｘ
轴正向的夹角，并且ｎ，ｎ ＋ １ ＝ ｎ ＋ １，ｎ ＋ π，Ｒｎ，ｎ ＋ １ ＝
Ｒ － １ｎ ＋ １，ｎ ．旋转算符的连乘Ｕｍ，０和ＤＮ，ｍ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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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０ ＝ ｅ
－ ｉｍ，ｍ －１σ ｚ ／ ２［ｅ － ｉｌｋ ｓｏσ ｘｅｉδσ ｚ ／ ２］ｍ
× ｅｉ（１，０ － δ）σ ｚ ／ ２， （１３）

ＤＮ，ｍ ＝ ｅ
－ ｉＮ，Ｎ －１σ ｚ ／ ２［ｅ － ｉｌｋ ｓｏσ ｘｅ ｉδσ ｚ ／ ２］Ｎ －ｍ
× ｅｉ（ｍ ＋１，ｍ － δ）σ ｚ ／ ２， （１４）

其中δ ＝ ｎ，ｎ － １ － ｎ ＋ １，ｎ ＝ ２π ／ Ｎ为如图１ 所示的正
Ｎ边形的外角．再利用
ｅ － ｉｌｋ ｓｏσ ｘｅ － ｉδσ ｚ ／ ２ ＝ ｃｏｓ δ

２
ｃｏｓｌｋ ｓｏ

－ [ｉ σ ｘｃｏｓ
δ
２
＋ σ ｙ ｓｉｎ

δ( )２ ｓｉｎｌｋ ｓｏ
－ σ ｚ ｓｉｎ

δ
２
ｃｏｓｌｋ ]ｓｏ ， （１５）

计算可得
Ｕｍ，０＝ ｃｏｓ ｍｃｏｓ

ｍπ
Ｎ
＋ ｓｉｎｍ
ｓｉｎ

ｓｉｎ δ
２
ｓｉｎ ｍπ
Ｎ
ｃｏｓｌｋｓｏ

＋ ｉ ｃｏｓ ｍｓｉｎ ｍπＮ
ｓｉｎｍ
ｓｉｎ

ｓｉｎ δ
２
ｃｏｓ ｍπ
Ｎ
ｃｏｓｌｋ( )ｓｏ σｚ

＋ ｉ σｙｓｉｎ
ｍπ
Ｎ
－ σｘｃｏｓ

ｍπ( )Ｎ
ｓｉｎｍ
ｓｉｎ

ｓｉｎｌｋ ｓｏ，（１６）

ＤＮ，ｍ＝
ｓｉｎ（Ｎ － ｍ）

ｓｉｎ
ｓｉｎ δ
２
ｓｉｎ ｍπ
Ｎ
ｃｏｓｌｋ ｓｏ

－ ｃｏｓ（Ｎ － ｍ）ｃｏｓ ｍπＮ
＋ [ｉ ｓｉｎ（Ｎ － ｍ）ｓｉｎ

ｓｉｎ δ
２
ｃｏｓ ｍπ

Ｎ
ｃｏｓｌｋ ｓｏ

＋ ｃｏｓ（Ｎ － ｍ）ｓｉｎ ｍπ ]Ｎ σ ｚ

＋ ｉ σ ｘｃｏｓ
ｍπ
Ｎ
－ σ ｙ ｓｉｎ

ｍπ[ ]Ｎ
× ｓｉｎ（Ｎ － ｍ）

ｓｉｎ
ｓｉｎｌｋ ｓｏ， （１７）

其中参数由方程
ｃｏｓ ＝ ｃｏｓ

ｋ ｓｏＬ
Ｎ
ｃｏｓ π
Ｎ

（１８）
确定，且Ｌ ＝ Ｎｌ．代入（１０）和（１１）两式，可以得到反
射波Ｂ和透射波Ｆ与入射波Ａ的关系，即
Ｂ ＝ Ａ｛ｃｏｓｋ（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ｋＮｌ ＋ ｃｏｓＮ）｝
／｛ｃｏｓｋ （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ｋＮｌ ＋ ｃｏｓＮ）
＋ （４ｉｋ ／ ｋ０）ｓｉｎ ｋＮｌ｝， （１９）

Ｆ ＝ Ａ｛Ｄｍ，Ｎ ｓｉｎ（ｋｍｌ）＋ Ｕｍ，０ ｓｉｎ（Ｎ － ｍ）ｋｌ ｝
／｛（ｋ０ ／ ４ｉｋ）［ｃｏｓｋ（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ｋＮｌ
＋ ｃｏｓＮ）］＋ ｓｉｎｋＮｌ｝． （２０）

由此可见，相对于入射电子波，反射波的电子自旋
态不变，而透射波的电子自旋方向将由于ＳＯＣ而进
动．详细计算还可得到处于任意自旋态Ａ的入射电
子的反射率和透射率公式

Ｒ ＝ Ｂ
＋Ｂ
Ａ ＋Ａ

＝ ［ｃｏｓｋ（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Ｎ ＋ ｃｏｓｋＮｌ）］２
／｛［ｃｏｓｋ（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Ｎ ＋ ｃｏｓｋＮｌ）］２
＋ （４ｋ ／ ｋ０）２ ｓｉｎ２ ｋＮｌ｝， （２１）

Ｔ ＝ Ｆ
＋Ｆ
Ａ ＋Ａ

＝ ［ｓｉｎ２ ｋ（Ｎ － ｍ）ｌ ＋ ｓｉｎ２ ｋｍｌ
－ ２ｓｉｎｋ（Ｎ － ｍ）ｌ ｓｉｎｋｍｌ ｃｏｓＮ］
／｛（ｋ０ ／ ４ｋ）２［ｃｏｓｋ （Ｎ － ２ｍ）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Ｎ
＋ ｃｏｓｋＮｌ）］２ ＋ ｓｉｎ２ ｋＮｌ｝， （２２）

不难验证它们仍然满足概率流守恒的要求Ｒ ＋ Ｔ
＝ １ ．
根据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公式［２８，３４］计算可得任意

正多边形环电导的解析表达式，即
Ｇ ／ Ｇ０ ＝［ｓｉｎ２（Ｎ － ｍ）ｋｌ ＋ ｓｉｎ２ｍｋｌ

－ ２ｓｉｎ（Ｎ － ｍ）ｋｌ ｓｉｎｍｋｌ ｃｏｓＮ］
／｛（ｋ０ ／ ４ｋ）２［ｃｏｓ（Ｎ － ２ｍ）ｋｌ
－ ｃｏｓｋＮｌ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ｋＮｌ ＋ ｃｏｓＮ）］２
＋ ｓｉｎ２ ｋＮｌ｝ （２３）

其中电导常数Ｇ０ ＝ ２ｅ２ ／ ｈ．如果正多边形边数Ｎ为
偶数，记为２Ｎ，入射引线与出射引线分别连接在对
称的节点上，分别记为０和ｍ ＝ Ｎ，电导公式（２３）立
即简化为文献［２８］中得到的（３６）式．

３ 数值分析
在第２节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电子通过量子

环的相干输运过程做更细致地分析．（２３）式可以整
理为

Ｇ ／ Ｇ０ ＝［１ － （ｃｏｓΦ ＋ ｃｏｓΦＡＣ）ｃｏｓΔ
＋ ｃｏｓΦｃｏｓΦＡＣ］
／｛（ｋ０ ／ ４ｋ）２［ｃｏｓΔ － ｃｏｓΦ
－ （２ｋ ／ ｋ０）２（ｃｏｓΦ ＋ ｃｏｓΦＡＣ）］２
＋ ｓｉｎ２Φ｝， （２４）

其中Φ ＝ ｋＮｌ标记电子绕量子环一周的传播相位，Δ
＝ ｋ（２ｍ － Ｎ ）ｌ标记电子波由入射节点分别通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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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臂传播到出射节点的相位差，ΦＡＣ ＝ Ｎ 称为
ＡｈａｒｏｎｏｖＣａｓｈｅｒ（ＡＣ）相位［３５］．若以边数Ｎ趋于无
穷大的正多边形逼近圆环，则δ ＝ ２πＮ → ０，ｋ ｓｏＬ ／ Ｎ→
０， → ０，并且ＡＣ 相位取确定值ΦＡＣ ＝

π２ ＋（ｋ ｓｏＬ）槡 ２，可以简单地重新得到圆形量子环电
导的各种解析表达式［１３—２１］．

在实际问题中，例如ＩｎＡｌＡｓ ／ ＩｎＧａＡｓ 异质
结［２８，２９］，ｋ ｓｏ取值在１ ３１—５ ８７ μｍ － １之间，入射电子
的Ｆｅｒｍｉ 波长约为λＦ ≈ ３１ ４ ｎｍ，因而ｋ０ ≈ ０ ２

ｎｍ － １，ｋ０ ／ ｋ ｓｏ≈１７—７６，即ｋ ｓｏ ／ ｋ０１，ｋ≈ ｋ０ ． （２４）式
还可以简化为许多不同的常见近似表达式［２２—２７］，即
Ｇ ／ Ｇ０ ≈

１ － ｃｏｓΦｃｏｓΔ ＋ （ｃｏｓΦ － ｃｏｓΔ）ｃｏｓΦＡＣ
［（ｃｏｓΔ － ５ｃｏｓΦ）／ ４ － ｃｏｓΦＡＣ］２ ＋ ｓｉｎ２Φ

，

（２５）
如果不存在ＳＯＣ，则ΦＡＣ ＝ π，（２５）式进一步简化为
电子通过简单介观环的相干输运电导公式［２８］．

根据（２４）或（２５）式，多边形量子环的电导主要
依赖于电子波函数的传播相位Φ，传播相位差Δ和
ＡＣ相位ΦＡＣ三个独立因素．对于给定周长Ｌ的量子
环，传播相位Φ主要受控于入射电子的能量；在固
定入射节点的前提下，选择不同的出射节点ｍ可以
方便地改变传播相位差Δ；而ＡＣ相位ΦＡＣ不仅依赖
于自旋轨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还依赖于正多边形的边数
Ｎ，但不依赖于量子环上下臂的长度差，即与入射引
线和出射引线连接量子环节点的位置无关．

对于给定的正多边形量子环结构，主要是通过
调节门电压改变ＡＣ相位以实现自旋输运特性的
调控．注意到ＡＣ相位最终只是通过ｃｏｓΦＡＣ影响电
导，可以根据（１８）式直接计算得到

ΦＡＣ ＝ Ｎ (ａｒｃｃｏｓ ｃｏｓ
ｋ ｓｏＬ
Ｎ
ｃｏｓ π )Ｎ ． （２６）

图２（ａ）显示了在给定的自旋轨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Ｌ情
形下，参量η ＝ １ － ΦＡＣ ／ ΦＡＣ随多边形边数Ｎ的变化
方式．显然边数不必太大，即Ｎ ≥１０时，正多边形的
ＡＣ相位ΦＡＣ与圆环的ＡＣ 相位ΦＡＣ已无显著差
别．以Ｎ ＝ ３，４，７，１００为例，图２（ｂ）显示了几种典型
正多边形量子环的ＡＣ相位ΦＡＣ对自旋轨道耦合
强度ｋ ｓｏ Ｌ的依赖关系．根据（２６）式，ΦＡＣ随ｋ ｓｏ Ｌ ／ Ｎ
变化的曲线将以２π为周期，并且在［０，２π］周期内
关于ｋ ｓｏ Ｌ ／ Ｎ ＝ π对称．我们还可以确定图中一些关
键点的数据，例如ｋ ｓｏ Ｌ ／ Ｎ ＝ ０，则ΦＡＣ ＝ π；ｋ ｓｏ Ｌ ／ Ｎ ＝
π ／ ２，则ΦＡＣ ＝ Ｎπ ／ ２；ｋ ｓｏ Ｌ ／ Ｎ ＝ π，则ΦＡＣ ＝ （Ｎ － １）

图２　 ＡＣ相位ΦＡＣ随多边形边数Ｎ和自旋轨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的
变化　 （ａ）以参量η ＝ １ － ΦＡＣ ／ ΦＡＣ描写正Ｎ边形的ＡＣ相位与
圆环ＡＣ相位ΦＡＣ ＝ π２ ＋（ｋ ｓｏ Ｌ）槡 ２的相对偏差，其中三条曲
线对应的ＳＯＣ分别选为ｋ ｓｏ Ｌ ＝ π，２π，３π；（ｂ）电子通过正多边
形的ＡＣ相位ΦＡＣ ＝ Ｎ随ｋ ｓｏ Ｌ ／ Ｎ的变化，多边形的边数选为
Ｎ ＝ ３，４，７，１００

π．所以在ｋ ｓｏＬ ／ Ｎ由０到π的变化过程中，ΦＡＣ由π
单调递增到（Ｎ － １）π，变化区间大小为（Ｎ － ２）π．
多边形边数Ｎ的奇偶性将显著地影响电导公式中
ｃｏｓΦＡＣ项随ｋ ｓｏＬ ／ Ｎ变化的周期性．若Ｎ为奇数，周
期为２π，若Ｎ为偶数，周期减半为π．

正多边形的电导Ｇ还通过传播相位Φ和传播
相位差Δ随入射电子能量或波矢ｋ变化．由于Φ ＝
ｋＬ，Δ ＝（２ｍ － Ｎ）ｋＬ ／ Ｎ，电导Ｇ随ｋＬ变化的最小周
期应该是２πＰＮ，ｍ，此处ＰＮ，ｍ表示整数Ｎ 除去它和
２ｍ － Ｎ的最大公约数后所得的整数．例如，若ｍ ＝
０，则ＰＮ，０ ＝ １，表明在出射与入射引线连接于同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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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的方式下任意正多边形量子环的电导随ｋＬ的
变化周期都是２π；若偶数正多边形作对称连接，则
Ｐ２ｍ，ｍ ＝ １，电导随ｋＬ的变化周期也是２π；若取Ｎ ＝
７，ｍ ＝ ４，则Ｐ７，４ ＝ ７，电导随ｋＬ的变化周期为１４π．
若取Ｎ ＝ １０，ｍ ＝ ３，则Ｐ１０，３ ＝ ５，电导随ｋＬ的变化周
期为１０π．图３显示了在给定ΦＡＣ ＝ π ／ ４的前提下，
不同的正Ｎ边形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ｍ时，电导Ｇ
随ｋＬ ／ ＰＮ，ｍ变化的最小周期均为２π．

图４　 不同连接方式下多边形电导Ｇ随波矢ｋＬ和自旋轨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 Ｌ变化的等高线图　 （ａ）Ｎ ＝ ３，ｍ ＝ ０，且Ｐ３，０ ＝ １；
（ｂ）Ｎ ＝ ４，ｍ ＝ ０，且Ｐ４，０ ＝ １；（ｃ）Ｎ ＝ ９，ｍ ＝ ３，且Ｐ９，３ ＝ ３；（ｄ）Ｎ ＝ １０，ｍ ＝ ５，且Ｐ１０，５ ＝ １；（ｅ）Ｎ ＝ １５，ｍ ＝ ５，且Ｐ１５，３ ＝ ３；
（ｆ）Ｎ ＝ １６，ｍ ＝ ６，且Ｐ１６，６ ＝ ４

至此，我们根据电导公式（２４）或（２５）分析了正
多边形电导随正多边形边数Ｎ，引线连接方式ｍ，电
子波矢ｋ以及自旋轨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等各种因素的
变化方式．我们发现不同量子环的电导振荡曲线可
以统一在Ｇ 随ｋＬ ／ ＰＮ，ｍ和ｋ ｓｏ Ｌ ／ Ｎ 变化的等高线图
中．图４给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结果．根据前面图２
关于ＡＣ相位随ｋ ｓｏＬ ／ Ｎ变化最小周期的讨论，我们
将图形按正多边形奇偶性分列左右．奇数边量子环
电导图列于左侧（ａ，ｃ，ｅ），最小周期为２π；偶数边
量子环电导图列于右侧（ｂ，ｄ，ｆ），最小周期为π．

根据普遍的电导公式（２３）还可以证明，当且仅
当正多边形边数为偶数且入射和出射引线对称连
接，即Ｎ ＝ ２ｍ的特殊情形下，存在由ｃｏｓΦＡＣ ＝ １完
全确定的普遍电导零点，如图４（ｄ）所示．利用（２６）

图３　 正Ｎ边形电导Ｇ随ｋＬ ／ ＰＮ，ｍ的变化　 引线连接多边形的
方式［Ｎ，ｍ］分别选为［３，０］，［１００，５０］和［１０，３］，ＡＣ相位统一
取为ΦＡＣ ＝ π ／ ４

式，这些电导零点对应的自旋轨道耦合强度由下式
给定，即

ｃｏｓ（ｋ ｓｏＬ ／ Ｎ）＝ ｃｏｓ（２ｎπ ／ Ｎ ）ｃｏｓ（π ／ Ｎ） ，
　 　 （ｎ ＝ ０，１，２，…，∞）． （２７）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量子网络的基本方程
（４）—（８）各式并不直接适应于出射引线和入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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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连接到同一节点，即ｍ ＝ ０的特殊连接方式．但是
经过详细计算以后仍然得到

Ｇ ／ Ｇ０ ≈
ｓｉｎ２Φ

（ｃｏｓΦ ＋ ｃｏｓΦＡＣ）２ ＋ ｓｉｎ２Φ
， （２８）

它也可以作为Δ ＝ ０的特例由一般电导公式（２５）直
接得到．众所周知，如果不考虑量子效应，这样连接
的经典电路实际上是短路的，附着在直导线上的环
形电路不影响系统的导电性质，然而量子干涉和自
旋进动给出了丰富的电导模式．具有确定波矢的电
子，其传播相位Φ ＝ ｋＬ只依赖于量子环的周长，正
多边形的边数Ｎ只能通过（２６）式决定的ＡＣ相位
ΦＡＣ影响系统的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电导．显然，Φ ＝
ｋＬ ＝ ｎπ（其中ｎ为正整数）总是给出任意正多边形
与ｋ ｓｏＬ ／ Ｎ无关的电导零点．

４ 结　 论
本文系统地研究了存在Ｒａｓｈｂａ自旋轨道相互

作用的任意正多边形量子环在任意引线连接方式
下的自旋输运特性，推广了过去关于偶数边正多边
形对称连接特殊情形下量子环自旋输运特性的研
究结果，为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可检测
的物理现象和物理效应．运用量子网络的典型方法
和ＬａｎｄａｕｅｒＢｕｔｔｉｋｅｒ公式，我们严格求解了电子通
过正多边形量子环的散射问题，并得到了电导的解
析表达式．我们特别分析了Ｌａｎｄａｕｅｒ电导随自旋轨
道耦合强度ｋ ｓｏ和电子波矢ｋ的周期变化特性和电
导零点分布．研究发现电导直接依赖ＡＣ相位、传
播相位和传播相位差，各种正Ｎ边形不同连接方式
下电导随耦合强度和电子波矢的变化具有普适性，
可以统一地分析为随ｋＬ ／ ＰＮ，ｍ和ｋ ｓｏ Ｌ ／ Ｎ 的变化规
律．对于正多边形环边数趋近于无穷大（Ｎ →∞）时
的极限情形，再一次证明了有关正多边形的散射问
题和电导公式与直接采用圆形量子环模型得到的
相应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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