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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程阻错的统计物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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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一个无序自旋玻璃系统可能有许许多多能量最小态或基态构型, 有些格点的自旋可能在所有这些基态

中都只取同一个值（这种情况称为自旋凝固）,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出现，即某些格点在一部分基态中自旋取向上而

在其余的基态中自旋向下；这样的格点称为未凝固的格点, 本文的工作表明，$ 个或多个未凝固的格点，虽然每个格

点的自旋都随着基态的不同而改变，但是有可能某一些特定的自旋取向组合不会出现于任何一基态构型中, 这种

现象称为长程阻错, 本文提出一个新的长程阻错序参量 8 来定量刻划这种现象，并将这一统计物理理论用于图的

最小覆盖和 9 7 89: 等组合优化问题,
关键词! ! 自旋玻璃，长程阻错，组合优化，图的覆盖，9 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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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言

自旋玻璃理论是无序系统统计物理学的一个分

支，到目前已有 "% 年的研究历史 ［4—5］, 一个自旋玻

璃系统的能量图景非常复杂，存在着许多能量低谷，

这些低谷为能量高原和高峰所围绕, 当体系的温度

“充分高”时，体系处于高能状态，因而觉察不到能

量图景的崎岖不平, 当温度降低到某一程度时，体系

开始处于较低能状态；这时能量图景的不规整就开

始发挥作用了，它将体系的状态局限于能量图景的

一部份区域, 这种现象称为各态历经破缺, 随着温

度的进一步降低，体系的状态会被局限于“面积”越

来越小的一个低能量区域, 当一个自旋玻璃体系的

温度以一定的速率由高降低到某一低温时，体系最

终所达到的状态很强烈地依赖于体系的初始状态以

及温度变化的速率；而且如果体系处于某个能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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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则需要等待“ 很长”的时间，体系才有可能从

这一低谷逃逸出去，到达一个能量更低的低谷& 这种

现象称为弛豫时间的发散&
由于一个自旋玻璃系统的能量图景非常复杂，

所以它具有非常丰富的低温统计物理性质和动态老

化行为& 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目前这个领域已经积

累了多种理论技巧和方法，而且所发展的思想和方

法已经对其他一些学科，尤其是计算算法学，产生了

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此仅举两个例子：在物理学和计

算科学中广泛应用的模拟退火算法以及近年来新提

出的全景传递算法（ .’/012 #/3#*4*")3,）都来源于对

自旋玻璃系统所获得的物理洞察&
一些自旋玻璃体系的基态或能量极小态可以对

应于某些重要组合优化问题的全局或局域最优解&
所以从 5667 年以来，就有一些作者特别关注于自旋

玻璃系统在温度为零时的统计物理性质& 本文的工

作属于这一类& 我们希望探讨的问题是无规网络中

自旋玻璃体系的基态中的长程阻错现象& 在第 5 节

我们将介绍一种定量描述这种强关联的平均场理

论；在第 8 节中，我们将讨论这一理论在一些组合优

化问题及自旋玻璃体系中的应用&

5- 长程阻错的统计物理理论

无规网络中自旋玻璃体系的统计物理性质是目

前的一个研究重点& 一个无规网络可以通过如下方

式来产生：在网络的 ! 个顶点之间一共最多可能有

!（! " 9）# 5 条边；然而这些边并不都出现在一个

无规网络中，每条边出现在一个给定网络中的概率

很小，只有 $ #（! " 9），其中 $ 是一个不随 ! 改变的

常量；而这条边不出现在网络中的概率为 9 : $ #（!
" 9）& 在产生出来的网络中，平均每个顶点和 $ 条

边相连（即平均配位数为 $）& 我们可以给网络的每

个顶点 %%｛9，⋯，!｝赋予一个自旋状态 !% & 9 或

!% & " 9&
一个自旋玻璃体系能量图景极端复杂& 非常有

可能体系存在着不止一个而是许许多多个能量最低

态（基态）& 对一个顶点 % 而言，它的自旋状态可以

分为如下三种情况：（9）自旋 !% 在所有的基态中都

取 ; 9 值；（5）自旋 !% 在所有的基态中都取 : 9
值；（8）自旋 !% 在一部分基态中取 ; 9 值而在其余

的基态中取 : 9 值& 如果顶点 % 属于情况（9）或

（5），我们则称顶点 % 为一个被凝固的顶点；反之如

果他属于情况（8），则它为一个未被凝固的顶点&

一个自旋玻璃体系可能存在许多未被凝固的顶点&
这些顶点的自旋状态可能依基态的不同而相应地改

变（自旋涨落）& 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这些顶点自

旋涨落之间的关联情况& 不同顶点的自旋涨落是彼

此独立的吗？如果不是，那它们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我们在此尝试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采取的方法是，直接计算一个未被凝固的

顶点当它的自旋状态被扰动后影响的区域的大小&
在作计算的过程中，我们应用已知的无规网络结构

的统计特征来帮助我们进行简化计算& 我们在此仅

描述计算的基本思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献

［7］及其附录（可在网上全文下载）&
首先任意选取一个未被凝固的顶点 %，并将它的

自旋人为地设置成某一个固定的值 !%
!%｛" 9，9｝&

这一微扰将有可能影响到与 % 直接相连的另外一些

未被凝固顶点，并将它们的自旋状态也固定下来&
这些最近邻顶点的自旋被固定后，又有可能导致顶

点 % 的一些次近邻未被凝固顶点的自旋状态受到影

响；⋯⋯& 扰动的层层传播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一个连

通区域 "%的出现& 在这个区域的所有顶点都是未

被凝固的，且它们的自旋状态都会因为顶点 % 的自

旋取 !% & !%
!而受到影响（被固定）&

这个扰动区域 "% 有什么特点？当所研究的自

旋玻璃体系非常大时，"% 的形状或者是树形（ 其中

不包含任何回路），或者是一个大的连通区域（其中

包含非常多的回路）& 其他形状，例如包含一个回路

的形状，出现的概率都为 6& 树形区域的大小分布可

以很方便地用生成函数法求得，"% 是树形的概率相

应地可以计算出&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 不是树形

的概率& 我们将这一个概率记为 ’，并称他为长程

阻错序参量& 如果 ’ < 6，则所有的扰动区域都是树

形，反之，则有一部分未被凝固顶点所对应的扰动区

域包含许许多多回路&
两个随机选取的未被凝固的顶点 % 和 (，如果它

们的扰动区域 "%和 " ( 都不是树形，顶点 % 和 ( 可能

不能同时取自旋值｛!% & !%
!，! ( & ! (

!｝，换句话说，

如果｛!% & !%
!，则 ! ( < : ! (

!，如果 ! ( < ! (
!，则 !%

& " !%
!；但是，只要 "% 和 " ( 至少有一个是树形，

则顶点 % 取自旋值 !% < !%
!时，顶点 ( 可同时取自旋

值 ! ( < ! (
! &

8- 应用

!& "# 无规图（网络）的覆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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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规网络是由 ! 个顶点和 " # $ ! % $ 条

边组成的，平均每个顶点和 $ 条边相连, 我们在网络

的一些顶点上置放一些标记或“帽子”, 如果一条边

至少有一个顶点上面有标记，则此条边就被认为是

被覆盖住了；如果它的两个顶点上都没有标记，则它

就被认为是没被覆盖, 而且仅当一个网络的所有边

都被覆盖住了，此网络才被认为是被覆盖住了, 给定

一个网络，怎样才能用最少的标记来将它覆盖？这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34 5 6078 类型的组合优化问

题, 人们普遍相信不存在一种高效的算法对所有的

网络都有效,
我们探讨无规网络最小覆盖模式的统计特征［#］,

计算表明，当平均配位数 $ 9 : ; $, <=>"⋯时（: 是

自然指数），体系不存在上节所描述的长程阻错现

象（即 & ; %，见图 =）, 在这一参数区域有一种快速

的算法可以找出一个网络最小覆盖模式, 当平均配

位数 $ ? : 时，网络体系存在长程阻错现象（& ?
%），因此 $ 个或多个相距很远的未凝固顶点的覆盖

状态可能会很强烈地关联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改变

其中一个顶点的覆盖状态，将可能会导致非常多

（正比于 !）的其他未凝固顶点的覆盖状态改变, 在

这一参数区域，要断定一个所找到的覆盖模式是最

小覆盖是非常困难的计算任务,

图 = ! 无规网络的最小覆盖问题中的长程阻错序参量

&（当平均配位数 $ ? $, <=>" 时序参量 & ? %）

! ! 我们也估算了覆盖一个无规网络最少需要的标

记数目［#］, 我们的基于长程阻错物理图像的统计

物理结果和文献［&］的数值模拟结果以及文献［<］

的严格数学渐远表达式都有很好的符合（ 见图 $）,
这种一致性说明我们的长程阻错物理图像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 目前我们正在希望用计算机模拟的方式

来研究一个给定的无规网络的不同最小覆盖模式之

间的相似性，以便能进一步验证所提出的物理图像,

图 $! 覆盖一个无规网络所需要的最小标记的数目（实

线是理论解析估计值［#］，圆点是文献［&］给出的数值计

算结果，虚线是文献［<］给出的严格渐远结果）

!, "# 满足性问题：无规 "@ABC 和无规 !@ABC
满足性问题是判断一个布尔表达式是否可以被

满足（即其值为真）, 例如，如下的表达式

’$ #（(= & ) ($）’（ (= & ($）’
（ ) (= & ("）’（ ($ & ) ("）

就可以被 (= # ($ # (" # 真所满足, 在上面的表达式

中有 ! ; " 个布尔变量和 " ; D 个约束；每个约束里

含有两个布尔变量, 这样的布尔表达式称为 $ 5 ABC
表达式, 当然也有 " 5 ABC，D 5 ABC，及一般的 * 5
ABC 表达式, 例如，如下的 " 5 ABC 表达式是不可满

足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ABC 问题和一般的 * 5 ABC 问题（* ? "）具有不

同的计算复杂性：判定一个 $ 5 ABC 表达式是否可

被满足很容易（所需的计算时间随体系大小 ! 呈几

何级数增长），而一般的 * 5 ABC 问题却属于 34 5
完备类型（所需计算时间在最坏情况下随体系大小

! 呈指数增长）, 为了进一步理解造成这种定性差异

的原因，我们在此用统计物理的观点来探讨 $ 5 ABC
和 " 5 ABC,

对无规 $ 5 ABC 问题，严格的数学定理表明，当

! # " % !（约束数目与变量数目之比）小于 = 时，一

个无规 $@ABC 表达式能被满足的概率为 =%%E ；而

当 ! ? = 时，它可以被满足的概率为 %E , 我们的统

计物理计算与此相符［>］, 我们进一步发现，当 =(!
(D, D#>> 时，虽然一个无规 $@ABC 表达式是不可满

足的（基态能量大于 %），但体系并不存在长程阻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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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 ! . /& /011 时，长程阻错才会出现（见图 2）&
这个 物 理 图 像 暗 示 着 如 下 的 可 能 性 ：当3(! 4
/& /011 时，存在一种多项式算法，来找到一个能满

足最多约束的布尔变量赋值方式& 我们目前正在尝

试去找到这样一种算法&

图 2- 无规 5 6 789 的相图& 实线是长程阻错序参量 !，

虚线是体系中未凝固的布尔变量的密度 ": & 当 !（ 约束

的数目比上变量的数目）超过 3 时，": 4 3（ 即一部分布

尔变量的值被凝固起来了）；当 ! . /& /011 时序参量 !

开始变得大于 :

对 于无规2 6 789问题，我们的计算表明，当

! 4 /& 31;<5/ 时，体系只存在一个无长程阻错的平

均场解，而且这一解在 !)/& 31;<5/ 时也是局部稳

定的；当 ! . /& 31;<5/ 时，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存在

长程阻错的平均场解，其长程阻错序参量 ! 由 : 跃

变到一个有限值（见图 /）& 我们的平均场理论认为

无规 2 6 789 表达式将在 ! = /& 31;<5/ 处由可以被

满足转变为不能被满足；然而目前文献中通常提到

的转变点为 !$/& 5>><& 我们的结果和这一结果有

:& :1 的距离& 显然还需要作出许多努力，才能消除

这一困难&

!" !# $%&’& ( )*&+ 模型

?)*,* 6 @A*B 自旋玻璃模型的哈密顿量为

# $ %* &’( "’ " (， （3）

在（3）式中，"’ 是顶点 ’ 的自旋取值；&’(%｛% 3，:，

3｝是顶点与顶点之间的耦合常数（ 如果 ’ 和 ( 之间

不存在一条边，则 &’( = :）&（3）式中的求和是对一个

无规网络的所有边（ ’，(）进行的& 对此模型进行研究

表明，它在温度为零时的相图与无规最大 5C789 的

相图完全一样［1］& 当无规网络的平均配位数 ) 4 3
时，体系处于顺磁态，没有被凝固的顶点；当平均配

位数 3() 4 /& /011 时，体系处于没有长程阻错的自

旋玻璃态，体系包含被凝固的顶点和未被凝固的顶

图 /- 无规 2C789 的相图& 圆点是长程阻错序参量 !，方

点是体系中未凝固的布尔变量的密度 ": & 当 !（ 约束的

数目比上变量的数目）在临界值 ! = /& 31;<5/ 时，": 突

然由 3 降到 :& 05<:，而 ! 则由 : 跳到 ! = :& 5>:0

点，未被凝固的顶点的自旋状态彼此不关联；当平均

配位数 ) . /& /011 时，体系处于有长程阻错的自旋

玻璃态&

/- 结论和展望

本文简要介绍了一种探讨自旋玻璃基态中长程

阻错性质的平均场理论& 此理论可以应用于无规网

络中的一些自旋玻璃体系及一些组合优化问题，例

如无规网络的覆盖问题，随机产生的布尔表达式的

满足性问题等等&
本文所描述的平均场理论尚未考虑自旋玻璃体

系中的各态历经破缺带来的影响& 如何成功地结合

各态历经破缺和长程阻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

题，我们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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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J:0:35（可全文下载）

［ 0 ］ Z!I’ S L& J!BF& [HX& \H""& 5::0，;/：53<5:2

［ > ］ KH)Q" M，S*A"U*,, 8 R& J!BF& [HX& \H""& ，5:::，1/：>331

［ < ］ GA)HNH 8 M& ])F+AH"H M*"!HU*")+F，3;;:，13：3<3

［ 1 ］ Z!I’ S L& ^H% L& J!BF& ，5::0，<：352（可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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