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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分原理告诉我们
,

满足一定约束条件的 物 理系

统
,

在其所有的可能状态中
,

对应于作用量函 数 取极值

的状态是真实存在的状态 而作用量函数一般 是 和能

量相关联的 例如在我们以下所讨论的问题中
,

作用量

函数可简单地取为系统的能量或耗散功率
。

下面我们试就稳恒电路分析中的几个例子 来说明

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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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讨论 的极 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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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常数 恰是电阻两端电压 一

在如图 所示的 。 个电阻组成的并联电路中
,

可

能存在许多种电流分布状态
,

我们用
, ,

⋯
,

表

示其中的一个状态 通过 的电流为
, ,

通过 的电

这样就得到了功率耗散取极值 可进而确 定 为极

小值 时的电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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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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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使用某一哈密顿算符时这个方程给出错
误的结果

,

这个算符就是错误的哈密顿算符 可不要
改变海森伯最子力学的基础 这个基础是很牢固的

,

大经因通导巨比是们着人
是极好的

。

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哈密顿算符吗 存在
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海森伯理论是很强有力的

,

典力学强有力得多
。

海森伯理论之所以强有力
,

为其中出现的动力学变量具有很一般的性质
常把这些动力学变量看作动力学坐标 的 函 数 及 其
数

海森伯本来是用矩阵形式的动力学变 量写出 这些
方程式的

。

如果容许更一般的量作为动力学变量
,

就
能把动力学变量大大推广 它们可以是任何代数量

,

但是一般说来
,

乘法运算不再遵从交 换 律 ” 乘以 。

不等于 公 乘以 均 而乘法运算的结合律却依然 成立
还可容许更多的可能性 容许动力学变量完全不必从
经典力学提出 容许动力学变量作为构成某些群的元
素

。

近代物理学与引进这样的动力学变量到量子理论
中来是有很大关系的

究竟应该取什么群 有很多群可供选择
,

们正在研究各种各样的群
,

以便搞清楚它们有
处

。

还可能是具有更一般性质的动力学变量
,

量是物理学家还没有想到的某种东西
好啦

,

我觉得以上所说的是一条线
,

物理学家应
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条线上

,

而不应该用曲解海
森伯方程的方法做工作 他们应当参与寻找正确的哈
密顿算符的工作

,

当人们有了一般的非对易的量时
,

利

用 其能够产生哈密顿算符的巨大可能性
,

这种非对易
量很可能根本不是从经典力学中提出的

,

但又不得不
引入它

,

它很可能产生所寻找的正确的哈密顿算符
那将意味着在我们的量子理论的方程中

,

用基本的方
法

,

产生了某些新种类的自由度 当前有这种趋势
保持从经典力学提出的概念

,

然后用某些群来补充它
们 虽然几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样工作的

,

但
这是一种很狭隘的思想 我觉得它不是充分一般化的
基础

,

而人们必须寻找某一类更一般的哈密顿算符
若干年前

,

我的确想出了一种不同的哈密顿算符
,

是遵循海森伯方程想出来的
。

这个方程的特点是它的
解总是正能量而不像较早的理论中既有 负能量 解又有
正能量解 根据这个新理论

,

可得出很有趣的方程来
但直到如今

,

这种新理论还未曾导出任何有实际价值
的东西

。

但我仍旧喜欢提到它
,

把它当作上述那条线
的例子 我们应当按照这条线去探素并取得进展 我
已经花费了许多年的时光

,

希望找出好的哈密顿算符
,

并把它引进这种理论
,

但始终没有找到它 我要尽我
所能

,

继续做这件工作
,

也希望别人沿着这条线前进
总有一天

,

人们会找出正确的哈密顿算符
,

因而会有
某些新的自由度 它们是我们按照经典概念无法理解
的某种东西

,

而在量子力学基础中起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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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为电容所带的 电量 一

由 一 确定的能量取极值时的电压分布状态是真实

存在的
。

我们还可以讨论电阻串联电路
、

电容 并 联 电 路及

其它稳恒电路
,

结论是相似的
,

这里不再赞述

连续分布向题的讨论

以上讨论的都是分立的阻容元件
,

我们 也 可以讨

论连续的元件
,

这相当于求解泛函条件极 值 问题 —等周问题〔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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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是一个由电导率为 材料制成的圆 台 形 电

阻
,

把它接到电压为 的电源上
,

现在讨论 其 电压分

布

为了描述其电压分布
,

定义电压分布 函数
,

幼
,

其物理意义是 二 幻 二 表 示 , 二 十 二 段电阻

端电压 而 劣 , 二 劣 段的电阻 为 二
劣

汀 ,

旱 二 , ,

分别为台形 电阻两端半径

数
,

所以对应于能量取极值的状态
,

电流 是 均 匀 分布

的
,

这恰是电荷守恒定律所要求的 对于其它 的 连续

分布 如电容的连续分布 也可以作类似的讨论

从以上的三部分讨论中可以看出
,

虽然用 变 分原

理处理具体问题在运算上是较繁的
,

但本文主 要 想表

明它的理论价值及其在物理学中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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