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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Λc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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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重味介子的研究经验,一般可因子化的图起主要的贡献,这就无法
解释 和 的宽度接近

非因子化的图的贡献在 比较大



2. 以往理论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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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克模型

Pole model  

(+current alge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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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ole model 计算

Bn是共振态或连续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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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迁矩阵元

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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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子化部分

有关的两个过程具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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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pole model更合理，那我们是否还有别的办法让不对称参数α的符号改变，而
分支比基本不变



4. 末态相互作用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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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末态相互作用和直接过程（可因子化和不可因子化）的干涉

理论计算Λc →Λρ的分支比接近3%,实验的上限小于6%



直接衰变的结果我们用pole model计算的结果，末态相互作用需要计
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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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处的形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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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分宽度的中心值是4.08×10-14GeV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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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上测得Λc → Σ+π0和Λc →
Σ0π+的中心值在分开，而理论计
算目前还没有差异
2.是否Λc其它类似的衰变过程的也
可以用同样的机制来解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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