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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对夸克灢介子耦合模型的研究进展及现状进行了简述。在此基础上,利用非拓扑孤子袋模

型的思想和改进的夸克质量密度相关(IQMDD)模型,考虑夸克之间的排斥作用而加入氊介子,称

为IQMDD灢I模型,得到了基态波函数和介子场满足的方程。利用平均场近似方法,通过得到的基

态夸克波函数计算了核子的均方根半径和磁矩等可观测量,其结果与实验值吻合得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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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暋引言

暋暋强子是由被禁闭的夸克和胶子构成的,而量子

色动力学(QCD)是以夸克和胶子为基本自由度描

述强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但在低能区,由于禁闭机制和渐进自由的性

质,使得 QCD不能直接用来描述强子内部夸克的

动力学行为。自从1984年 Witten指出[1]奇异夸克

物质(SQM)比正常核物质更加稳定以来,相继发

展了用于研究SQM 和强子物质的夸克结构的许多

模型。例如,MIT袋模型[2],把真空(QCD真空)看
作是某种复杂的介质,强子袋看作是镶嵌在复杂介

质中的“小泡暠,泡内夸克动量很大但彼此相互作用

微弱,体现了渐进自由。袋模型提供了强子唯象学

的描述,但它不是重整化的,也不满足 Lorentz协

变性。20世纪80年代,Guichon[3]认为可将核物质

看成是由非重叠的核子袋组成的,束缚在袋内的夸

克与标量介子、矢量介子耦合,被称为夸克灢介子耦

合(QMC)模型,它提供了一种考虑核子结构的简

单框架。后来,JinXuemin和Jennings[4,5]考虑了

密度相关的袋常数,采用两种方法修正 QMC 模

型,提出了修正的夸克灢介子耦合(MQMC)模型。

随后,许多人把描述强子的 QMC模型广泛应用于

研究核物质、有限核的性质和有限温度下核物质的

性质[6—15]。此外,为了研究奇异强子物质的性质,
宋宏秋等[16,17]在 MQMC模型中引入s夸克,很好

地描述了包括奇异介子的 毇灢毇 相互作用系统的性

质。
尽管 QMC模型成功地描述了核系统的物理性

质,但当它被应用于讨论夸克退禁闭时就显现出许

多缺点。QMC模型的边界条件和夸克灢介子相互作

用被限制在袋内,不能得到自由空间的相应传播

子。为了使夸克灢介子相互作用延伸到整个自由空

间,Fowler等[18]提出了一个有效的模型———夸克

质量密度相关 (QMDD)模型,它成 功 地 描 述 了

SQM[19—21]的性质。另外,Friedberg和 Lee提出了

非拓扑孤子袋模型[22,23](简称 F灢L模型),使用非

拓扑性孤立子氁来描述夸克之间的强相互作用。F灢
L模型在唯象地描述强相互作用性质方面取得了较

大的成功。在平均场近似(MFA)下,对孤粒子袋模

型数值解的研究已有一些进展[22—24]。近年来,苏汝

铿等在 QMDD模型基础上,考虑夸克与氁介子的

非线性标量相互作用,得到了改进的夸克质量密度

相关(IQMDD)模型[25]的夸克波函数,并且用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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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计算了一些物理可观测量,结果与实验值吻合得

较好。
本文首先对夸克灢介子模型的主要进展和结果

进行了一些简述,并在苏汝铿等提出的IQMDD模

型基础上,考虑夸克之间的排斥作用而加入矢量氊
介子,称为IQMDD灢I模型,得到了基态波函数和

介子场满足的方程。利用 MFA 方法,通过得到的

基态夸克波函数计算了核子的均方根半径和磁矩等

可观测量,其结果与实验值吻合得较好。

2暋QMC模型

2.1暋QMC模型的提出

1988年 Guichon[3]首先提出了 QMC模型,可

在夸克层次上研究强子动力学行为,若自由核子口

袋半径在0.6潳0.7fm 之间,耦合系数很好地符合

由Bonn势得到的数据[26]。随后 Saito和 Thomas
推广了 QMC模型,指出重子物质是由非重叠的重

子口袋组成,在 MFA 下这些口袋通过自洽交换介

子束缚在一起。利用这个模型,可描述核物质中核

子性质的改变和核结构函数[27,28]。在这个模型中,
采用静态球形 MIT口袋描述核子,在口袋中夸克

与介子场直接相互作用。

暋暋QMC模型的拉氏函数[6—10]

L=氉q[i毭毺灥毺 -mq+gq
氁氁(x)-gq

氊毭毺氊毺)(x)]氉q+
1
2

(灥毺氁灥毺氁-m2
氁氁2)-

1
4F毺毻F毺毻 +1

2m2
氊氊毺氊毺, (1)

其中,氉q 和氉q 是夸克函数,氁和氊毺 是介子场,gq
氁 和

gq
氊 是夸克与介子场氁和氊毺 的耦合系数。 对于半径

为R 的核子袋归一化的夸克波函数可表示为[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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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氈q 为夸克的自旋波函数,N 为归一化常数,

N-2=2R3j2
0(x)[毟(毟-1)+Rm*

q/2]/x2,毰q为夸克

的能量,

毬q= 毟-Rm*
q

毟+Rm*
q

,暋毟= x2+(Rm*
q )2 。

暋暋有效夸克质量定义为m*
q =mq-gq

氁
焵氁,夸克的

动量本征值x由在核子袋表面满足的线性边界条件

j0(x)-毬qj1(x)=0来确定[6—10]。 核子能量为EN

=Eb+3V氊,其中,V氊 =gq
氊焻氊,核子袋的能量为

Eb=3毟-Z
R +4

3毿BR3, (3)

其中,B 为单位体积能,Z 表示核子袋的零点运动

参数。

暋暋 动量为k的系统总能量为

E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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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焵氁和焻氊 满足方程:

焵氁=g氁

m2
氁
C(焵氁) 4

(2毿)3曇
kF
dk M *

N

M*2
N +k2

,

焻氊=g氊氀B

m2
氊

。 (5)

得到的核子有效质量和g氁
焵氁随核物质密度的

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图1暋核子有效质量和g氁焵氁随核物质密度的变化

暋暋另外,Saito和 Thomas[6—9]对有限核的性质进

行了较好的描述。他们指出高密物质中非奇异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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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超子和核子的质量变化与标量介子场有关,
并且计算了介质中密度相关的夸克凝聚随核物质密

度的变化情况[8],如图2所示。

图2 夸克凝聚的比率随氀B/氀0 的变化

暋暋1995年,Song等[11]将核物质的 QMC模型从

零温推广至有限温度,并应用核物质的状态方程来

研究液气相变。在相当高密度或者高温下,由于

QMC模型中考虑了核子的夸克结构,得到的核子

的有效质量大于量子强子动力学(QHD)模型和

ZM 模型[12]中得到的核子的有效质量;QMC模型

中得到的核物质的状态方程比 QHD模型中得到的

软,与ZM 模型中得到的相当;QMC模型中得到

的临界温度低于 QHD模型中得到的临界温度。证

明 QMC模型在有限温度下可很好地描述核物质。

1999年,郭暋华等[13]通过建立 QMC模型与

QHD模型的等价性条件,自洽地定出了介质相关

的QMC模型参数。计算结果表明,QMC模型袋参

数及核子袋半径受核物质的影响较大,而零点运动

参数则不受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介质相关的

模型参数对核物质状态方程及夸克凝聚的影响。

2.2暋修正的QMC模型

QMC模型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它提供了比相

对论核唯象学中更小的标、矢量势,导致核子质量

太大,并且得到的自旋灢轨道势太小而不能成功地

解释有限核计算中的自旋分裂和核灢核散射中自旋

的观测;另外,QMC模型没有考虑模型参数随核

物质的变化,这将导致在有限核计算上,没有非线

性 QHD模型好,因此还需要对 QMC模型做适当

的修正。一种可能的修正是让模型参数的确定随核

介质 而 变 化,Jin Xuemin 和 Jennings 提 出 了

MQMC模型[4,5],考虑了密度相关的袋常数,采用

了两种方法来修正 QMC模型:(1)袋常数直接与

介子耦合;(2)密度相关的袋常数和自然值的比值与

介质中核子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两种方法都使

袋常数随核物质密度的增加而下降。袋常数的减小

抵消了核子内部结构的影响,也暗示了袋半径的增

加。MQMC模型中袋常数减小的特性使它在低、
中能核 物 理 中 扮 演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角 色。随 后,
王暋平等[16]和宋宏秋等[17]计算了 MQMC模型中

奇异强子物质的性质。在文献[17]中,宋宏秋等在

MQMC模型中引入s夸克研究奇异强子物质,此

时,模型用 毇和 毊描述奇异强子物质,氁* 和毤奇

异介子来描述超子灢超子相互作用,且仅与超子耦

合,他们发现具有强毇灢毇相互作用的系统束缚得比

正常核物质要紧,而具有弱毇灢毇相互作用的系统束

缚得比正常核物质要松得多。尽管 MQMC模型得

到了核子有效质量的合理值,但得到的压缩系数太

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扩展的 MQMC模型[14]采用

标量场的非线性自相互作用来得到合理的核物质不

可压缩系数。引入标量场的非线性自相互作用可以

解释多体相互作用,即密度相关效应。文献[14]描
述的 MQMC模型提供了与相对论平均场[29]中相同

的核物质性质。但这些模型[4,5,14]参数的确定缺乏

动力学机制。文献[30]在引入核子袋的平衡条件下

确定了介质相关的模型参数,但仍然不能真正地实

现模型参数的完全确定,并且在计算核子袋内压强

时忽略了核子内部夸克动量对平均场的依赖关

系[15]。

2.3暋QMDD模型的改进

尽管以上 QMC模型成功地描述了核系统的物

理性质,但当应用于讨论夸克退禁闭时仍存在一些

缺点:(1)QMC模型是一个永久的夸克禁闭模型,
核子被看作一个 MIT袋,夸克禁闭机制在 MIT口

袋内,在袋表面夸克流法线方向为零,使夸克不能

跑到球形袋外,这个边界条件不随温度和密度的变

化而变化;(2)另一个困难是对于核多体的计算,
袋模型边界条件和夸克灢介子相互作用被限制在袋

内,不 能 得 到 自 由 空 间 的 相 应 传 播 子。Fowler
等[18]提出的 QMDD模型中,u,d和s夸克质量被

写为

mq= B
3nB

,暋ms,焵s=ms0+ B
3nB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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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u,d,焻u和焻d,ms0是奇异夸克的当前质量,

B 是袋内的真空能量密度,nB=(nu+nd+ns)/3是

重子数密度,nu,nd 和ns 分别为u,d和s夸克的

密度。公式(6)的基本假设符合夸克禁闭机制。

QMDD模型不再像 MIT袋模型那样用边界条件来

限制夸克,但它仍然是一个理想的夸克气体模型,
相对通常的理想夸克气体模型而言,QMDD 模型

的改进在于夸克质量依赖于密度。很明显,若想利

用 QMDD模型来检验核子和超子的物理性质,夸

克与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考虑。Friedberg和

Lee所提出的F灢L模型,核心是非拓扑性孤粒子氁
为胶子场自相互作用量子激发的唯象表示,是洛仑

兹标量场,描述 QCD长程集体效应,禁闭机制来

自夸克和非拓扑标量孤子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

初步计算,他们忽略了夸克味,取束缚态夸克质量

为零,在唯象地描述强相互作用性质方面取得了较

大的成功。在此基础上,苏汝铿等[25]的IQMDD模

型中忽略了s夸克,考虑u和d夸克只与非线性标

量场氁耦合;IQMDD 模型不同于 QMC模型[3]和

MQMC 模 型[4,5]:(1)IQMDD 模 型 不 需 要 像

QMC模型那样把核子看作一个 MIT 口袋,MIT
口袋边界条件消失;(2)夸克灢介子相互作用延伸到

整个自由空间。

IQMDD模型的哈密顿密度为[25]

暋暋

H=毞+ 1
i毩·

暋殼

+毬(mq+f氁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毞+

暋暋暋 1
2

(煥氁)2+1
2毿2+U(氁), (7)

其中,毩和毬是标准的Dirac矩阵;毞 代表夸克量子

场;f是夸克场毞 与介子场氁的耦合,氁是时间独立

的,氁被看作是经典场;毿是标量介子场的变化场;

U(氁)是氁场的自相互作用势,写为

U(氁)=c2

2氁
2+c3

6氁
3+c4

24氁
4+B 。

U(氁)满足限制条件U(氁vac)=0和U(0)=B。

暋暋 对于基态,定义氄为最低正能波函数,写为

氄=
暋暋u

i氁·r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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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内的夸克波函数满足

d̂u
d氀

= -1-mq

毰 +̂u2 -̂vé

ë
ê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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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 , (9)

d̂v
d氀

+2
氀
v̂= 1-mq

毰 +̂u2 -̂vé

ë
êê

ù

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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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 。 (10)

其中

u= 毰
N

m氁

f
û ,v= 毰

N
m氁

f
v̂ ,氀=毰r 。

发现IQMDD模型得到的波函数形式上与李政

道[22]的孤子模型相似。夸克波函数满足的方程解

决后,他们计算了电荷半径 暣r2
p暤、电磁矩毺p、轴矢

量与核子的矢量毬衰变耦合系数比例关系gA/gV,
计算结果与实验值吻合较好。

暣r2
p暤=4毿曇

曓

0
(u2+v2)r4dr,

毺p=8毿
3曇

曓

0
r3uvdr,

gA

gV
=20毿

3曇
曓

0
r2 u2-1

3væ

è
ç

ö

ø
÷

2 dr。 (11)

接着,他们计算了参数组为c2 =0,f,c4 和B1/4 =
145MeV[25]下,基态和激发态的夸克密度变化情况。
得到基态下的结论为:(1)夸克能量毰q 和比例系数

gA/gV 随着参数f和c4 的增加而下降;(2)电磁矩毺
随c4 的增加而下降,随着参数f的增加而增加;(3)
基态的整个能量随f的增加而下降,随着参数c4 的

增加而增加;(4)耦合系数的增加和c4 的下降引起了

从体积夸克贡献到表面夸克贡献的变化。
文献[31]指出,当 QMDD模型在研究有限温

度下核系统的热力学性质时遇到了困难,例如,由

于夸克的质量不能定性地产生恰当的格点 QCD状

态图,当nB濚0时,使得温度趋于无穷。苏汝铿

等[32]提出了扩展的夸克质量密度、温度相关模型

(EQMDTD),他们使用 F灢L模型[22,23],在有限温

度下标量场的自发破缺得到恢复,夸克在临界温度

退禁闭。在此模型中,介绍了标量介子氁、矢量介子

氊与夸克(u,d)的耦合。EQMDTD不同于 Walecka
模型[33],其区别在于:(1)EQMDTD模型中的夸

克代替 Walecka模型中的核子;(2)Walecka模型

中核子看作无结构的点粒子,而EQMDTD模型中

核子相当于一个“团暠,袋由带有与温度、密度有关

的质量的3个夸克组成。EQMDTD也不同于QMC
模型,区别在于:(1)代替 QMC 模型的核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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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MDTD模型中夸克质量是与温度和密度有关的;
(2)夸克灢介子相互作用不被限制在袋区域,而是延

伸到 整 个 自 由 空 间,MIT 口 袋 边 界 条 件 消 失。

EQMDTD模型中拉氏量密度写为[32]

L=氉[i毭毺灥毺 -mq+gq
氁氁-gq

氊毭毺氊毺]氉+
1
2

(灥毺氁灥毺氁-m2
氁氁2)-1

4F毺毻F毺毻 +1
2m2

氊氊毺氊毺,

(12)

其中,夸克质量既依赖于密度也与温度相关。

B(T)=B0 1- T
T
æ

è
ç

ö

ø
÷

C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暋暋暋0曑T 曑TC

B(T)=0,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T 曒TC

mq=B0

nQ
1- T

T
æ

è
ç

ö

ø
÷

C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暋暋暋暋0曑T 曑TC

mq=0,暋暋暋暋暋 暋暋暋暋暋T >TC

ms,焵s=ms0+B0

nQ
1- T

T
æ

è
ç

ö

ø
÷

C

é

ë
êê

ù

û
úú

2
,暋0曑T 曑TC

ms,焵s=ms0,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T >TC 暋暋
(13)

在核物质中,整个能量密度为

毰matter=暺
i=n,p

2
(2毿)3曇d3k M *2

i +k2 ni(k)[ +

焻ni(k ])+m2
氁焵氁2

2 +g2
氊氀2

B

2m2
氊

。 (14)

选择夸克与氁介子的耦合系数为

gq
氁=gq(0)

氁

nq
+gq(1)

氁

n2
q

+gq(2)
氁

n3
q

, (15)

夸克的有效质量变为

m*
q =

B0

nq
[1-(T/TC)2]-(gq(0)

氁 +gq(1)
氁 /nq+gq(2)

氁 /n2
q)氁

nq
。

(16)

结果表明,当T<100MeV 时,随着温度的增加,
袋半径仅仅有一些稍微的变化,结果与 QMC模型

和F灢L模型相似;核子的有效质量随着焵氁的增加而

下降;当温度接近于临界温度TC=170 MeV 时,

袋半径增加,临界温度TC 随焵氁C 的增加而下降;在

低温和低密度下,EQMDTD模型对核物质饱和性

质给出了合理的描述,但在足够高的温度和密度

下,退禁闭的状态转变机制产生;核子的有效质量

随密度和温度的增加而下降,得到的结果与 QMC
模型及 Walecka模型相似。

3 IQMDD模型的推广

夸克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
为了体现夸克间的排斥作用,在苏汝铿等提出的

IQMDD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引入了 氊 介子来描

述,即IQMDD灢I模型,得到了夸克场基态波函数

满足的方程和介子场氁,氊和毺 满足的方程。显然,
在这个模型中,氁和氊介子分别描述了夸克之间的

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其拉氏量密度为

L=毞+ 1
i毩·

暋殼

-mq-f氁-g毭毺氊毺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氉+

1
2

(灥毺氁灥毺氁-U(氁)-1
4F毺毻F毺毻 +1

2m2
氊氊毺氊毺,

(17)
其中

U(氁)=c2

2氁
2+c3

6氁
3+c4

24氁
4+B ,

U(氁毻)=0,U(0)=B ,

m2
氁=d2U(氁)

d氁2 旤氁=氁毻
,

f和g 分别为夸克与介子场氁 和氊毺 的耦合系数。
夸克波函数满足的方程为

(i毭毺灥毺 -mq-f氁-g毭毺氊毺)氉=0, (18)

介子场满足的方程为

灥毺灥毺氁+dU(氁)
d氁 =-f氉氉 ,

灥毻F毻毺 +m2
氊氊毺 =g氉毭毺

氉 。 (19)

在平均场近似下,氁和氊毺 场是时间独立的,对于夸

克处于基态有:

氁(r,t)濚氁(r),

氊毺濚毮毺0氊(0),
[i毭毺灥毺 -mq-f氁-g毭0氊0]氉=0。 (20)

得到平均场近似下总的哈密顿密度为

H=毞+ 1
i毩·

暋殼

+毬(mq+f氁)+g氊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0 毞+

1
2

(煥氁)2+1
2毎2

氁+U(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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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m2

氊氊2
0 -1

2
(煥氊0)2。 (21)

夸克场满足的Dirac方程为

[毩·p+毬(mq+f氁)+g氊0]氄
(暲)
n = 暲毰i氄

(暲)
n ,

(22)
整个系统的能量为

E(氁,氊0)=暺
n
毰n +曇1

2
(煥氁)2+U(氁)é

ë
êê -

1
2m2

氊氊2
0 -1

2
(煥氊0)ù

û
úú

2 d3r。 (23)

为了使总能量最低,介子满足下面的方程:

-煥2
r氁+dU(氁)

d氁 =-f暺
n

焻氄n氄n ,

(-煥2
r +m2

氊)氊0=g暺
n
氄+

n氄n 。 (24)

对于基态,夸克正能波函数表示为

氄=
u(r)

i氁·ræ

è
ç

ö

ø
÷

r v(r

æ

è

ç
çç

ö

ø

÷
÷÷) 氈m ,

氈m =
æ

è
çç

ö

ø
÷÷

1

0
或

æ

è
çç

ö

ø
÷÷

0

1
, (25)

夸克波函数满足方程

d̂u
氀

= -1-mq

毰 +̂u2-̂v2)+g2m2
氁

f2m2
氊
[(̂u2+̂v2{ })]v̂,

(26)

d̂v
d氀

=-2
氀
v̂+ 1-mq

毰 +̂u2 -̂v2){ -

g2m2
氁

f2m2
氊
[(̂u2 +̂v2 })]û , (27)

其中

氀=毰r ,u= 毰
N

m氁

f
û ,v= 毰

N
m氁

f
v̂ 。

我们采用文献[25]的方法来确定参数组,选择参数

组m氁=100MeV,m氊=783MeV,氁毻=50MeV,氊毻

=37.2 MeV,f=15,g=5,R=1.00fm,得到

IQMDD灢I模 型 下 夸 克 波 函 数 的 数 值 解,并 与

IQMDD模型得到的波函数进行比较(见图3)。从图

中可以看出,两个模型的夸克波函数û和̂v在0<氀
<1.0区域间基本上重合,但在氀>1.0区域夸克

波函数分布有了一些差别。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结果,我们给出了夸克密度

曲线(见图4)。从图中可以清楚地发现,加入氊介

子后,夸克密度在氀大的区域要比IQMDD模型中

得到的高一些。这表明,在氀大的区域不能完全忽

略夸克之间的排斥相互作用。

图3 对两种模型计算夸克波函数数值解的比较

图4 夸克场的重子密度变化情况(参数与图3相同)

表1暋实验值、IQMDD和IQMDD灢I(加入氊介子)模型中核子属性的比较

物理量 Exp. IQMDD IQMDD灢I

R/fm 1.00 1.10 1.05 1.00 0.95 1.10 1.05 1.00 0.95

rp/fm 0.81 0.94 0.90 0.86 0.82 0.95 0.90 0.87 0.83

毺p/fm 0.29 0.29 0.28 0.28 0.27 0.30 0.29 0.28 0.27

gA/gV 1.25 0.59 0.59 0.58 0.57 0.58 0.58 0.57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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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旦得到夸克的波函数,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

虑核子的许多物理性质,例如电荷均方根半径rp、
磁矩毺p以及核子的轴矢量与矢量的毬衰变耦合系数

之比gA/gV,满足关系式为

暣r2
p暤=4毿曇

曓

0
(u2+v2)r4dr,

毺p=8毿
3曇

曓

0
r3uvdr,

gA

gV
=20毿

3曇
曓

0
r2(u2-1

3v2)dr。 (30)

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值吻合较好,见表1。

4暋结束语

暋暋本文介绍了夸克灢介子耦合模型的发展,并讨

论了 QMDD模型的改进。为了考虑夸克介子的动

力学有效相互作用,在 QMDD模型基础上引入了

夸克灢标量介子氁的耦合,苏汝铿等人得到了推广

的夸克质量密度相关(IQMDD)模型。为了反映夸

克之间排斥相互作用的影响,我们加入了氊介子与

夸克的耦合项,建立了IQMDD灢I模型,得到了基

态的波函数,描述了夸克波函数、夸克密度随重子

氀的变化情况,并与IQMDD 模型进行了比较。通

过基态的波函数计算了核子的诸多属性,例如质子

的均方根半径和质子磁矩等,发现这些结果与实验

值吻合较好。

致谢暋衷心感谢苏汝铿教授的指导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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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rk灢mesonCoupling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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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improvementofthequark灢mesoncouplingmodelisintroduced.Todescribetheeffectof
repulsioninquarks,basedontheimprovedquarkmassdensity灢dependentmodel(IQMDD),wedevelopan
IQMDD灢Imodelinwhich氊mesonisincluded.Thenweobtainasetofequationsaboutquarksand氁,氊
mesonsintermsofrelatedmeansfieldapproximation.Thermschargeradius,themagmeticmoment,and
theratiobetweentheaxial灢vectorandthevector毬灢decaycouplingconstantsofthenucleonarecalculated.
Itisshownthattheresultsofthemodelareinagreementwithexperiment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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