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量子态 力学量 Born 规则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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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的测量假设

量子力学的测量假设 (即 Born 规则, 或者说 Born-Lüders 规则) 给出了测量结果的几率分布. Born 规则的数学表述很
简单, 但是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或诠释则意义重大, 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诸多差异可以归结为量子测量问题. 因此,
量子测量不但无法回避, 而且应该尽可能地深入讨论. 但是, 麻烦之处在于, 至今仍然没有一个让人普遍接受的系统的
量子测量理论.

1.1 物理理论的结构

物理理论是建立在观测结果上的. 物理理论包含三部分:

1. 数学理论, 即物理理论的形式系统.

2. 客观现象, 即观测结果, 也被称为物理实在. 这是数学理论的描述对象.

3. 映射规则, 也被称为对应规则, 这是物理理论的解释系统, 它描述了客观现象和数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为了建构一个物理理论, 首先要做的是, 分析各种客观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接着, 要建立客观现象与适当的数学形
式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就是映射规则承担的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 映射规则不是已知的, 不是预先存在的, 而是需要经过
多种尝试之后逐步建构起来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将客观现象映射为怎样的数学形式, 所以, 一般采用
较为朴素的数学形式, 比如集合.

然后需要做的是, 在集合 (实际上是集族) 上建立逻辑关系. 与映射规则一样, 逻辑关系也不是预先知道的, 这需要
积累足够的客观现象, 并对它们进行细致而全面的分析, 然后才能将客观现象之间的联系映射为集合上的逻辑结构.
特定的某个领域内的客观现象将体现为特定的逻辑结构, 例如, 经典力学中的客观现象对应的逻辑结构构成 Boole 格
(Boolean lattice), 或者说 Boole 代数, 而量子力学中的现象则不具有此类结构.

在我们谈论以上内容的时候, 物理理论尚未建立, 具体的数学形式尚未展开. 在这个阶段上, 我们不知道用相空间中
的点表示经典物理系统的状态, 也不知道用 Hilbert 空间中的向量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 这个阶段属于 pre-theory 的
范畴. 在这个阶段, 测量是所有工作的基础, 也就是说, 测量是获得各种客观现象的手段, 它不应该依赖于尚未建立的
物理理论, 也不应该 (实际上是不可能) 用尚未建立的物理理论来解释. 例如, 在经典力学中, 位置的测量不需要用到
Newton 力学.

必须承认的是,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 在新的物理理论逐步成形的过程中, 不可能过分纠结于逻辑自洽这类问题.
因此, 上述讨论应该被视为对已有物理理论的审视.

现在, 审视的对象是量子力学, 焦点是量子测量. 容易看出, 量子测量不能独立于量子理论. 以 SG 实验为例, 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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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看到屏幕上的亮点, 能说些什么呢? 如果不借助量子力学, 我们很难说明测量对象是什么. 这与经典力学中的位置测
量有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将逐步展开对量子测量的讨论, 目的不是给出清晰而完整的解释 (实际上目前也没有这样的解释), 而是适当地
扩展量子力学这门课的内容, 并尽可能地呈现量子力学中的基本问题.

本节内容只是 Born 规则的数学形式.

1.2 Born-Lüders 规则

Hilbert 空间的维数 N 等于在观测过程中可以严格区分的现象的个数. 例如, 在小球-盒子模型或者自旋 1=2 的 SG 实
验中, 观测结果有两个, 那么描述小球或者自旋 1=2 粒子的状态的 Hilbert 空间的维数等于 2, 即 C2.

观测量 A 被表示为描述量子系统的 Hilbert 空间 H D CN 上的厄密算子 A, 它的本征分解 (eigen-decomposition)
形式是

A D

NX
iD1

ai j˛i ih˛i j ; h˛i j˛j i D ıij (非简并情形)

其中 ai 是 A 的本征值, 相应的本征向量是 j˛i i, 它们构成 H 的一组基.

系统的量子态 j i 在基向量 j˛i i 上的展开为

j i D

nX
iD1

ci j˛i i ; ci D h˛i j i

这是 j i 在 A 表象中的表示.

Born 规则

对观测量 A 进行 (理想) 测量, 观测结果属于相应的厄密算子 A 的本征值的集合, 得到某个结果 ai 的几率等于

pi D jci j
2

D j h˛i j i j
2

如果得到结果 ai , 测量后系统处于状态 j˛i i.

各个现象出现的几率的总和为 1, 所以
1 D

X
i

pi D
X
i

j i j
2

也就是说, 量子态表示为 Hilbert 空间中归一化的向量.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观测到的不是观测量的本征值, 而是宏观层面上的现象, 是表现在测量仪器上真实而客观的读
数或响应. 经过多轮次的实验观测, 发现仪器的读数不是确定的, 而是随机的. 将仪器上的读数记作 mi , 可以得到 mi

出现的频度, 进而在渐近意义上给出几率.

至于仪器的读数 mi 和被测力学量 A 的本征值 ai 之间的关系, 量子测量理论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情形: mi 和 ai 之

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函数关系, 即 ai D f .mi /, 通过读数 mi , 就可以推知本征值 ai , 通过 mi 出现的几率, 就可以得知力
学量 A 在量子态 j i 上取值 ai 的几率. 不过, 在很多情况下, 为了叙述上的简明, 我们经常说 ‘‘测量力学量 A, 得到它
的某个本征值 ai” 之类的话.

可以看到, 通过量子测量假设, 量子态和力学量这两个量子理论形式系统中的概念与实际观测结果建立了联系, 更
确切地说, 与实际观测结果的几率分布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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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地, 如果系统的初态 j i 就是力学量 A 的某个本征态, 比如说 j i D j˛ki, 那么, 测量结果一定是 ak , 换句话
说, 得到结果 ak 的几率是 1, 而得到其它结果的几率一律为 0.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能看到确定的结果. 这就是
我们以前说过的, 在不变的表象中可以看到受限制的经典现象.

设量子系统处于 A 的本征态 j˛ki, 我们希望知道的却是另一个力学量 B 的测量结果的几率分布, 那么需要在 B 表
象中表示 j˛ki, 即

j˛ki D
X
i

hˇi j˛ki jˇi i

其中 jˇi i 是厄密算子 B 的本征向量. 如果 ŒA; B� ¤ 0, 那么一般情况下 jˇi i 不会是 A 的本征态 1. 对 B 的测量结果

不是确定的, 体现了不确定关系.

1.3 投影算子

从数学形式上说, 在非简并情形下, 可以定义一组一维投影算符 …i D j˛i ih˛i j. 投影算子 …i 有如下性质:

� 投影算子是厄米算子, …i D …
�
i .

� 彼此正交, …i…j D ıi;j…i .

� …2
i D …i , 本征值为 1 和 0.

� 完备,
P
i …i D 1.

对于自然基向量 jei i, 容易验证
P
i jei ihei j D 1. 对于基 fj˛i ig, 可以有酉变换 V 将自然基向量 jei i 变换为 j˛i i, 即

V jei i D j˛i i, 于是 X
i

…i D
X
i

j˛i ih˛i j D V
� X

i

jei ihei j
�
V � D V V � D 1

用 …j 作用于 j i, 有
…j j i D

ˇ̌
˛j

˛
h˛j j i D cj j˛j i :

这是一个未归一的向量, 归一化过程给出几率 pj ,

pj D jcj j
2

D h j…j j i D Tr
�
…j . j ih j/

�
(1)

即投影算符 …j 在 j i 中的期望值 (下一小节介绍期望值). 还要注意到X
i

pi D 1 ”
X
i

…i D 1

还可以定义某个子空间上的投影算子. 设 CN 中的一个子空间 S 的基向量是 j˛ij i, j D 1; � � � ; m, 这个子空间上的
投影算子是

…S
D

mX
jD1

j˛ij ih˛ij j

正交子空间上的投影算子也是彼此正交的.
1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虽然 A 和 B 不对易, 但是存在某个 j i, 满足 A j i D B j i 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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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几点说明

关于量子力学的测量假设, 有如下评述.

� 用投影算子 …i D j˛i ih˛i j 作用于 j i, 结果是 ci j˛i i. 这并不是量子测量的完整过程. 与本征值 ai 对应的 ci j˛i i

是一个未归一化的态矢量, 仍然属于 Hilbert 空间, 尚没有表现出经典层面上的现象以及相应的几率. 需注意 ci

是几率幅, 而几率是 jci j
2. 对几率幅求模方的过程是量子力学的测量假设规定的.

� 测量结果是要体现在仪器上的. 测量仪器一方面要能够与被测的量子系统产生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还要能够展现
经典层面上的客观现象.

� 当某个结果 (用 ai 标记) 被观测到的时候, 被测量子系统从测量前的状态 j i 变化为测量后的状态 j˛i i, 这个过
程通常被简单地称为 ‘‘塌缩”. 听起来这似乎是瞬间完成的. 但是, 任何物理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以后将对量
子测量理论进行初步讨论.

量子测量与经典测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 不同类型的测量不能对易, 测量结果不能共存.

如果两个力学量对易, 那么它们可以有相同的本征向量.

A j˛i i D ai j˛i i ; B
ˇ̌
ˇj

˛
D bj

ˇ̌
ˇj

˛
; ŒA; B� D 0

0 D ŒA; B� j˛i i D .AB � BA/ j˛i i

A.B j˛i i/ D BA j˛i i D ai .B j˛i i/

暂不考虑简并情形

B j˛i i / j˛i iww�
j˛i i 是 B 的本征态

因此, 当 ŒA; B� D 0 时, 可以在同一个表象中描述这两个力学量, 可以在相同的实验环境中测量它们, 这两个力学量是
相容的.

2

观测量的期望值

观测量获得本征值 ai 的几率是 pi D j h˛i j i j2, 期望值是

hAi D
X
i

aipi

D
X
i

ai j h˛i j i j
2

D
X
i

ai h˛i j i h j˛i i

D
X
i

h j˛i i ai h˛i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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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jAj i D Tr.A j ih j/

当我们写 hAi D
P
i aipi , 期望值来自测量结果. 期望值又等于 h jAj i, 这个形式似乎只是量子理论的形式系统中

的数学运算, 但是, 对它的解释仍然要以测量为基础.

在有些文献中, 把 h jAj i 称为测量前观测量 A 的期望值. 这个说法不合适, 因为测量前我们不知道测量结果的几
率分布, 期望值也就无从谈起. 虽然如此, 如果为了考虑测量前后观测量 A 是否发生了变化, 那么该说法是可以接受的.
紧接着的问题是, 测量后系统的状态是什么? 在测量后的量子态中, 观测量 A 的期望值是什么?

2.1 测量后量子系统的状态

测量前, 系统的状态处于叠加态
j i D

X
i

ci j˛i i

强调: 这是几率幅的叠加, 而不是几率的混合.

如果作选择, 比如选择 j˛1i, 从操作上说, 当仪器的端口 1 上出现响应的时候, 将该端口上的出射粒子保存起来 (假
设测量后微观粒子没有消失), 那么这些粒子的状态就是 j˛1i. 做成这件事的概率是 p1 D jc1j

2. 这可以看作是量子态的
制备过程.

如果想选择端口 1 或端口 2 上的出射粒子, 那么还是要在观测到端口 1 或端口 2 有响应的时候设法保存出射粒子.
选择成功的几率是

p1_2 D p1 C p2 D jc1j
2

C jc2j
2

D j h˛1j i j
2

C j h˛2j i j
2

成功选择后, 所获得的量子系统的状态是 j˛1i 和 j˛2i 的混合 (而不是叠加), 量子态 j˛1i 出现的几率是
p1

p1Cp2
, 量子态

j˛2i 出现的几率是
p2

p1Cp2
.

可能有这样的想法: 用两维子空间上的投影算子 j˛1ih˛1j C j˛2ih˛2j 作用于 j i,

. j˛1ih˛1j C j˛2ih˛2j/ j i D c1 j˛1i C c2 j 2i

得到的是两维子空间中的一个向量, 归一化, 给出几率

p1;2 D jc1j
2

C jc2j
2

归一化的量子态是

j 1;2i D
1

p
p1;2

.c1 j˛1i C c2 j 2i/ (2)

虽然几率 p1;2 等于上面的 p1_2, 但是, 以这种方式得到的 j 1;2i 不是 j˛1i 和 j˛2i 以不同几率的混

合, 而是 j˛1i 和 j˛2i 以几率幅形式的叠加, 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以两维投影算子 j˛1ih˛1j C j˛2ih˛2j 作用于 j i 并得到 (2) 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简并情形下进行选择
性量子测量的结果.

设想观测量 A 的两个本征向量 j˛1i 和 j˛2i 对应于同一个本征值 a1, 那么, 当得到观测结果 a1 的

时候, 系统的测量后的状态就是由 (2) 式给出的 j 1;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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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的测量过程完成后, 系统的每一个测量后 (post-measurement) 的状态 j˛i i 以一定的几率一一对应于可以严

格区分的宏观现象 mi , 这时, 系统的状态
::
不

::
能写为

�����HHHHH

X
i

pi j˛i i

我们要表示的不是以几率幅的叠加, 而是以几率的混合. 暂且把这种混合状态记作 E D fpi ; ˛ig,

j i
非选择测量

��������! E D fpi ; ˛ig; (3)

其中 i D 1; � � � ; N , pi D jci j
2 D j h˛i j i j2. 它的意思是, 系统以几率 pi 处于被测力学量 A 的某一个本征态 j˛i i. 这是

混合态 (mixed state).

3

混合态

前面讨论了测量后系统的状态, 一般情况下, 测量后的状态不能表示为若干个右矢的线性叠加, 因此需要有一个数学形
式描述测量后的量子态. 这涉及混合态的概念.

3.1 系综

为了介绍混合态, 我们首先需要叙述系综的概念. 系综是一个想象中的假想的概念, 为了说假想的东西, 先得说与此相
关的真实的事情. 以自旋 1=2 粒子的 SG 实验为例.

设想我们制备了 100 个处于状态 j0i D j"i 的自旋 1=2 的粒子. 接着, 让这 100 个粒子通过 SG.x/ 装置. 根据量子
力学的预言, 即 Born 规则, 每一个粒子偏向 Cx 方向和或偏向 �x 方向的几率都是 1=2.

但是, 在实际的实验结果中, 我们未必能看到 50 个粒子偏向 Cx 方向或 �x 方向. 说不定只有 45 个粒子偏向 Cx

方向, 55 个偏向 �x 方向. 甚至还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粒子偏向 Cx 方向, 所有的 100 个粒子都偏向了 �x 方向. 当然,
这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实际上, 当进入 SG.x/ 的粒子数 N 越来越多, 以至于 N ! 1 的时候, 事件 ‘‘偏向 Cx

和 �x 方向的粒子数接近各占一半” 发生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 以至于在极限情形下体现概率 1=2. 这时, 我们才可
以说偏向 ˙x 方向的几率各为 1=2, 才能说量子理论的预言有了操作意义上的对应.

但是, 极限情形下已经是假想中的描述了, 我们没有无穷多个样本, 也不可能对无穷多个粒子进行测量. 于是, 在想
象中, 我们拥有无穷多个处于 j0i 的粒子, 这些粒子经过了 SG.x/ 之后的结果对应于由 Born 规则给出的理论预言.

这想象中的无穷多个处于相同状态的粒子就组成了所谓的纯态系综. 引入系综的概念是为了叙述几率, 因为我们需
要无穷多的样本、无穷多个事件才能使频度趋近于几率.

想象中的系综还有一个有别于实际情况的特点: 系综并不对应于多体量子系统. 在 SG 实验中, 为了描述 100 个自

旋 1=2 的入射粒子, 需要的空间是 100 个 C2 的直积, 即

H D C2
˝ C2

˝ � � � ˝ C2:

如果粒子数更多, 则 H 的维数更大. 对于 N 个粒子, 我们需要 2N 维的复空间. 而对于系综则不然. 构成系综的量子
系统是想象中的, 不是真实的. 不需要利用更多更大的复空间描述这些想象中的系统. 我们用系综描述自旋 1=2 粒子的

量子态, 所在空间仍然是二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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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综是基于真实的多体系统的抽象的想象的概念, 反过来, 真实的多体系统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系综的形象的具有
操作意义的理解. 而且, 在具体的实验中, 比如对量子系统的操控, 需要从系统的特定的初态开始, 对之进行一些列的操
作, 这实际上就是量子态的制备过程.

还是以自旋 1=2 粒子为例. 如果希望得到自旋角动量 S´ 的取值为 C„=2 的量子态, 或者说 Pauli 矩阵 �´ 取值 C1

的本征态, 即 j´Ci 态, 或者记作 j0i, j"i. 可以让粒子通过 SG(z) 装置, 并在出射粒子中选择向 C´ 方向偏转的那一部

分. 在理想情形下, 这些被选择的粒子都处于 j0i 态. 可以让它们继续通过第二个 SG(z) 装置, 其结果是, 所有的出射粒
子都偏向 C´ 方向. 于是, 通过对某个测量结果的选择, 可以制备出若干个以至大量的处于相同量子态的粒子. 一方面,
从具体的实际的角度说, 制备过程得到的结果是由处于相同状态的子系统构成的多体量子系统; 另一方面, 从抽象的想
象的角度说, 我们建立了纯态系综的概念: 在想象中的构成系综的无穷多个系统具有相同的量子态, 比如 j i, 我们称
之为纯态, 系综的状态可以用 j i 描述, 是为纯态系综. 此前, 我们接触的量子态基本上都是纯态. 纯态 j i 的特性是,
在原则上存在具有确定结果的测量方式, 即, 测量处于量子态 j i 的量子系统的某个特定的力学量, 得到的结果是确定
的而不是随机的.

现在考虑量子态制备的另一种方式及结果. 设想有两个 SG 实验装置, 它们都是 SG(z). 通过第一个 SG(z) 制备了
nC 个处于 j´Ci 态的粒子, 通过第二个 SG(z) 制备了 n� 个处于 j´�i 态的粒子, 然后,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构成总数为
n D nC C n� 的多体系统. 为了描述这个多体系统的状态, 让这 n 个粒子通过第三个 SG(z) 装置. 显然, 出射粒子中将
会有 nC 个偏向 C´ 方向, 有 n� 个偏向 �´ 方向.

换成几率的语言来描述. 设想某人通过以下过程制备量子态: 首先, 制备大量处于 j´Ci 态 (以下记作 j0i) 的粒子,
把它们储存在某个容器中; 再制备大量处于 j´�i 态 (以下记作 j1i) 的粒子, 也把它们储存在另一个容器中. 然后, 制备
者根据一个经典随机变量 X 的值决定从哪一个容器中选取粒子. 随机变量 X 有两个值, x D 0 和 x D 1, 它们出现的
几率分别是 p0 和 p1. 当 x D 0 时, 选择处于 j0i 的粒子; 当 x D 1 时, 选择处于 j1i 的粒子. 这就有了混合系综的概
念: 系综 E 中每一个想象中的系统以几率 p0 处于 j0i 态, 以几率 p1 处于 j1i 态; 或者说, 系综 E 是两个纯态系综 E0
和 E1 分别以几率 p0 和 p1 混合的结果, 这里 E0 是以 j0i 描述的系综, E1 是以 j1i 描述的系综. 可以把这个说法形式
地表示为

E D p0E0 C p1E1: (4)

更一般地, 可以让若干个纯态系综 Ei 以相应的几率 pi 混合, 得到混合系综 E ,

E D
X
i

piEi ; pi > 0;
X
i

pi D 1 (5)

其中的求和没有设定上限, 原则上可以用任意多个纯态系综进行混合. 而且, 描述 Ei 的量子态 j i i 也未必是彼此正

交的. 例如, 我们可以使用两个不同的 SG 实验装置, 一个是 SG.z/, 另一个是 SG.x/. 通过 SG.z/ 制备出处于 j´Ci

的粒子; 通过 SG.x/ 制备出处于 jxCi 的粒子, 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用几率和系综的语言来说, 得到了混合系综
p´CE´C C pxC

ExC. 描述其中的两个纯态系综的态矢量不是正交的, 即 h´CjxCi D
1p
2
.

我们用 (5) 式示意性地表示了通过特定的制备过程得到的混合系综 E , 或者, 可以把 E 写为

E D fpi ;  ig: (6)

需要注意的是, 混合系综 E 描述的是不同的量子态 j i i 以几率 pi 混合, 而不是以几率幅叠加. 对此需要稍加说明.

以 (4) 式表示的系综为例. 再重复说一遍它的意思: 自旋 1=2 粒子以几率 p0 处于 j0i 态, 以几率 p1 处于 j1i 态.
如果让处于该状态的粒子通过 SG.z/ 装置, 那么观测结果将体现这样的几率分布.

现在, 构造如下形式的量子态
j i D

p
p0 j0i C

p
p1e

iı
j1i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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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处于状态 j i 的自旋 1=2 粒子通过 SG.z/ 装置, Born 规则给出的预言是, 出射粒子偏向 C´ 方向的几率是 p0, 偏向
�´ 方向的几率是 p1.

在这种情况下, (7) 式描述的量子纯态与 (4) 式描述的混合系综在 SG.z/ 测量过程中给出同样的几率分布.

但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只要换一种观测方式, 我们就能看到它们的不同. 让 (4) 式描述的粒子通过 SG.x/. 不论
粒子处于 j0i 态或是 j1i 态, 穿过 SG.x/ 之后偏向 ˙x 方向的几率都是 1=2. 因此, 不论 p0 和 p1 取怎样的值, 最终的
实验结果都是, 出射粒子等几率地偏向 ˙x 方向. 然而, 对于 (7) 式描述的自旋 1=2 粒子, 通过 SG.x/ 之后偏向 ˙x 方

向的几率分别是

p.˙x/ D j hx˙j jx˙j i j
2

D
1

2

ˇ̌̌
p
p0 ˙

p
p1e

iı
ˇ̌̌2
:

简单地, 令 ı D 0, 将上式简化为 p.˙x/ D
1
2
.1˙ 2

p
p0p1/. 显然, 一般情况下纯态系综 j i 的实验结果是不同于混合

系综的实验结果的. 总之, 混合系综 E D fpi ;  ig 的数学形式不可能表示为 Hilbert 空间的态矢量.

3.2 密度算子

混合态的数学表示是密度算子, 在有限维空间的情形下, 可以说密度矩阵. 下面通过力学量的期望值引入密度矩阵.

对于纯态系综, 可以用态矢量 j i 描述. 力学量 A 在 j i 上的期望值记作 hAi . 它的意思是:

力学量 A 的观测结果 2 faig

量子系统处于 j i

观测到某个结果 ai 的几率 pi D j h˛i j i j
2

hAi D
X
i

piai D
X
i

h j˛i i ai h˛i j i D h jAj i

可以继续计算下去, 设空间的基向量是 j'i i, 有

hAi D h jA j i

D
X
i

h j'i i h'i jA j i

D
X
i

h'i jA j i h j'i i

D Tr
�

j ih jA
�

D Tr
�
 A

�
:

这里  D j ih j.

对于混合系综 E D fpi ;  ig, 力学量 A 的期望值是它在每一个 j i i 上的期望值的加权平均, 权重即是 pi ,

hAiE D
X
i

pi h i jA j i i D
X
i

pi Tr
�
 iA

�
D Tr

� X
i

pi i A
�
: (8)

这里  i D j i ih i j. 上式最后的形式表明, 可以把混合系综 fpi ;  ig 表示为

E D fpi ;  ig �!
X
i

pi j i ih i j :

这种形式就是密度算符 (Density Operator), 在有限维空间中也称为密度矩阵.

对于给定的混合系综, 其密度算符有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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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密度算符) 对于混合系综 E D fpi ;  ig, 用 � 表示它的密度算符, 其数学形式是

� D
X
i

pi j i ih i j ; pi > 0;
X
i

pi D 1: (9)

密度矩阵表示了系综的平均量子态.

密度算符有如下性质.

性质 1 密度算符的迹为 1, 即 Tr.�/ D 1.

性质 2 密度算符是厄米的, � D ��.

性质 3 密度算符是半正定的 2, 即对于任意的向量 j�i 2 H , 总有 h�j � j�i > 0.

根据密度算符的定义, 上述性质容易证明. 设 Hilbert 空间 H 的是有限维的, 基向量为 fj'i ig.

Tr.�/ D
X
i

h'i j � j'i i

D
X
i;k

pk h'i j ki h kj'i i

D
X
k

pk
X
i

j h'i j ki j
2

D
X
k

pk D 1:

这里用到了 j ki 的归一化条件,
P
i j h'i j ki j2 D 1. 这是性质 1.

因为 (9) 式的求和表达式中的每一项都是厄密的, 故 � 是厄密的. 这是性质 2.

对于任意的 j'i 2 H , 有
h'j � j'i D

X
k

pk h'j ki D
X
k

pkj h'j ki j
2 > 0:

即性质 3.

从性质 3 可知, 密度算符的所有的本征值是非负的; 从性质 1 和性质 3 可知, 密度算符的本征值属于区间 Œ0; 1�, 且
所有本征值的和为 1. 纯态 j i 的密度矩阵  D j ih j 的本征值是唯一一个 1 和若干个 0.

凸集合 不论是经典力学还是量子力学, 系统的状态都构成 ‘‘凸 (convex) 集合”. 简单地说, 凸结构是这样一种集
合, 可以将其中的任意两个点 ‘‘混合” 为该集合中的另一个点.

从几何的观点来说, 两个态对应于态空间中的两个点, 两个态的混合对应于连接这两个点的线段上的某个点. 换句
话说, 如果有两个点属于凸结构的集合, 那么连接这两点的线段也属于这个凸结构.

给定两个纯态 j 1i 和 j 2i, 它们的密度矩阵分别是  1 D j 1ih 1j 和  2 D j 2ih 2j, 它们的凸和 (convex sum) 是

p1 1 C p2 2; p1; p2 > 0; p1 C p2 D 1

凸和的结果仍然是一个量子态, 是混合态.

一般地, 任意个量子态的凸和也是一个量子态. 设 �i 是 CN 上的密度矩阵, 有

� D
X
i

pi�i ;
X
i

pi D 1

2有些时候, 为了叙述上的省事, 我们会简单地说 � 是正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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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CN 上的密度矩阵, 也被称为系综 fpi ; �ig 的平均量子态.

反过来, 上述形式也可以视作混合态 � 的一种解构, fpi ; �ig.

关于密度算符的理解, 有两点需要说明.

1. 重申密度算符的数学形式中的求和涉及到的是几率, 量子力学的叠加原理也表现为求和的形式, 但涉及到是几率
幅, 二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与几率有关的相加不会带来干涉效应, 而与几率幅有关的相加则导致干涉效应. 故可将密度
算符视为量子态的非相干叠加, 而叠加原理描述的是量子态的相干叠加.

2. 密度算符提供的是关于量子系综的数学形式上的描述, 但是不能说明系综的具体的构成. 系综的具体形式, 即
E D fpi ;  ig, 来自量子态的制备过程. 如果混合系综 E 的制备者并不把具体的制备过程告知随后的观测者, 那么观测
者面对的只能是用密度算符 � 表示的量子态. 而对于给定的 �, 却有很多的甚至是无穷多的系综与此对应. 以自旋 1=2

粒子的系综
˚
1
2
; j0ih0j I

1
2
; j1ih1j

	
为例. 从制备过程来说, 该系综是两个纯态系综 j0i 和 j1i 的等几率的混合. 它的密度

算符是,

� D
1

2
j0ih0j C

1

2
j1ih1j D

0@1
2

0

0 1
2

1A :
有无穷多中不同的系综与此对应,

� D

0@1
2

0

0 1
2

1A
D
1

2
jxCihxCj C

1

2
jx�ihx�j

D
1

2
jyCihyCj C

1

2
jy�ihy�j

D
1

2
j´Cih´Cj C

1

2
j´�ih´�j

D
1

2
jnCihnCj C

1

2
jn�ihn�j :

其中 jn˙i 表示在空间任意某个方向 n 上的 Pauli 矩阵的两个本征向量. 上式表明了同一种数学形式对应于无穷多种
物理上的可能的实现方式.

最大混合态 在 Cn 中, 定义如下形式的混合态

� D
1

n
diag.1; 1; � � � ; 1/

最大混合态缺乏经典对应. 如果以前说过的量子小球处于最大混合态, 那么不能用经典小球模型来模拟.

纯度 对于纯态  D j ih j,
Tr D Tr 2 D 1

对于混合态 �,
Tr � D 1; Tr �2 < 1

这可以视作纯态和混合态的一个判据, 也可以用 Tr �2 衡量量子态的纯度.

3.3 引入混合态的意义

为什么要引入混合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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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操作上的需要.

� 开放量子系统, 量子关联.

� 量子态的几何结构.

� 将正交的经典信息植入非正交的量子态.

4

混合态情形下的 Born 规则

以前谈到的 Born 规则是针对纯态而言的, 容易推广到混合态情形.

设系统处于混合态, 密度矩阵是 �, 有多种 (实际上无穷多种) 不同形式的混合系综对应于同一个 �. 假设 � 是某个

混合系综 fqk ;  kg 的平均量子态, 即
� D

X
k

qk k

其中 qk 混合系综中  k 的几率,
P
k qk D 1, 而  k 是纯态 j ki 的密度矩阵,  k D j kih kj.

系统的被测力学量设为 A, 本征值记作 ai , 即对应的本征向量为 j˛i i,

A D
X
i

ai j˛i ih˛i j

当系统处于 j ki 时, 测量 A 得到结果 ai 的几率是 j h˛i j ki j2, 而系统处于 j ki 的几率为 qk , 所以, 对于混合系综
fqk ;  kg, 测量 A 得到结果 ai 的几率为

pi D
X
k

qkj h˛i j ki j
2

D
X
k

qk h˛i j ki h kj˛i i

D h˛i j

� X
k

qk j kih kj

�
j˛i i

D h˛i j�j˛i i D Tr.�…i /

其中 …i D j˛i ih˛i j. 容易看出, 几率 pi 不依赖于混合系综的具体组成形式.

得到结果 ai 后, 系统的状态的状态是 j˛i i, 其过程是

� �! …i�…
�
i D …i�…i D pi j˛i ih˛i j

考虑了所有的测量结果, 有
� �!

X
i

…i�…i D
X
i

pi j˛i ih˛i j

如果系统的初态是纯态, 也有类似的过程和结果, 即

 D j ih j �!
X
i

…i …i D
X
i

pi j˛i ih˛i j ; pi D j h˛i j i j
2

D Tr.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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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保迹的过程,
Tr � D 1; Tr

� X
i

…i�…i

�
D 1

也是一个正定变换 (将正定算子变为正定算子), 而且是 (以后要谈到的) 完全正定变换.

测量前后, 被测力学量 A 的期望值是不变的,

Tr
�
A

X
i

pi j˛i ih˛i j

�
D

X
i

aipi D Tr.A�/

Quantum Non-demolition Measurement (Q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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