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SU(3)味对称性/破缺方法研究
D→P/V/S/Aℓ+νℓ半轻衰变

汇报人：刘月新                            

2024年9月14日



 目  录

研究背景与方法01

D→Mℓ+νℓ  理论框架02

D→Mℓ+νℓ  数值分析03

总结与展望04



Ø一些 B(D→P/Vℓν) 已经很好的测量，而 B(D→S/Aℓν) 还没

有很好的测量到；

Ø在BESIII，LHCb和BelleII上产生很多粲强子的实验数据；

Ø计算D→P/Vℓ+νℓ 与D→S/Aℓ+νℓ的形状因子 ； 

Ø对称性方法可以为粒子物理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

研究背景



SU(3) 味对称方法

缺点 不能决定自身振幅的大小

优点
不依赖于动力学细节（不需要计算形

状因子）

Ø 不可约表示方法 （哈密顿量，动力学细节）

Ø 拓扑图方法（夸克线，关联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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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U(3) 味对称方法研究介子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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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   ��               ��
�       �, � = 1,2,3  for u, d, s.

1PCJ 

1PCJ 

Sim
jm

介子多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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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变分支比

8



��
� 

Ø H(D→M l+vl)=c0
MDi M ij H j

Ø ∆H(D→Ml+vl)=c1
MDa W ai M ij H j+c2

MDi M ia W aj H j

    其中，     是非微扰系数，     是CKM 矩阵元。��

D → Mℓ+νℓ衰变强子螺旋度振幅

 SU(3) 味破缺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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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P/Vℓ+νℓ形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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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所有的形状因子都被视为常数，没有对强子动量转移q2的依赖性

C2: 具有SU (3)味对称，Fi(q2 )对的q2依赖性的极点修正模型

C3: 具有SU(3)味对称

C4: 考虑SU(3)味破缺cM
12  的形状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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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Pℓ+νℓ衰变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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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Pℓ+νℓ衰变分支比

13

10-3 ~ 10-5



D → Pℓ+νℓ分支比对q2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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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 η′μ+νμ

(b) D+
s →K0μ+νμ

(c) D+
s
 →π0μ+νμ 

(d) D+
s
 → π0τ +ντ

C1 红色
C2 黑色
C3 黄色
C4 蓝色



� = �0
�,  � = �0

�D → Aℓ+νℓ衰变振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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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Ae+νe衰变分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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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Aℓ+νℓ对参数变化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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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 �3�1：

[55°,125°]  1σ 

[30°,145°]   2σ 

预言�1�1：

[8°,58°]      1σ 

[-10°,75°]   2σ 

D→Ae+νe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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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Ø用SU(3)味对称方法研究D介子半轻三体衰变；

Ø预言了一些实验上尚未观测到的衰变过程，并且

有一些衰变过程是首次预言的；

Ø我们的预言结果未来有可能在BESIII, LHCb 和

BelleII上观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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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