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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与条件概率统计分布的变值测量

郑智捷
（云南大学软件学院信息安全系，云南 昆明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　概率统计模型是量子统计的基础。在几率处理的量子统计模式中通常假设具有极大数目的量子运动能满

足随机过程大数定理的条件，其概率分布能利用经典多元正态分布从连续概率统计出发进行逼近。从量子交互作

用测量出发，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受激发射、ＣｌａｕｓｅｒＨｏｒｎｅＳｈｉｍｏｎｙＨｏｌｔ（ＣＨＳＨ）、Ａｓｐｅｃｔ等测量参数形成四元组。利用

多变量逻辑函数和变值原理，在犖 元０１输入／输出序对上形成变值测量四元组，建立变值双路模拟模型。该模

型根据多元／条件概率、同步／异步、对称／反对称等不同条件得到对应概率统计分布，形成４组１６个统计直方图。

根据穷举模拟计算结果，展现变值概率统计在复杂交互作用条件下能否满足连续的概率统计分布。给出了两类仿

真实验计算统计分布测量结果。模拟测量结果表明，多元概率统计与正态分布关联，而条件概率统计则与量子干

涉统计分布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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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量子统计在量子力学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１～４］。在量子交互作用特性完全不同于常规表现的实验中有

两类双缝干涉实验结果至今仍在量子体系中被公认为核心秘密［１，５～７］：一类是量子在标准相关信号条件下的

双缝干涉实验［１～４，６，７］，而另一类则是量子在超低强度极长时间环境中以自相关性解释著称的系列实验结

果［８～１４］。多元变量统计长期以来是经典统计的核心部分，而条件概率方法在经典的贝叶斯统计模型中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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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支撑作用［５，１５，１６］。历史上先验概率和后验概率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引起过激烈争论［１６］，值得注意的是在

多元变量概率条件下均匀分布或正态分布的结构，在条件概率的作用下会出现怎样的分布特性［５，１５，１６］。这

类统计难题长期同实际应用中大量涌现出的非正态分布特性直接关联。

Ｆｅｙｎｍａｎ等
［１７］强调双缝实验在量子力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通过他的反复解释，双缝实验作为解析量

子交互作用的基础可视化模型 粒子的概率可加性和波动统计干涉效应，被研究者普遍认可［１～４，６，７］。

为了利用测量方法区分经典和量子相互作用，ＣｌａｕｓｅｒＨｏｒｎｅＳｈｉｍｏｎｙＨｏｌｔ（ＣＨＳＨ）
［１８］在１９６９年提

出自旋态测量实验方法以检验Ｂｅｌｌ不等式。近年来，人们采用激光、核磁共振、大分子、量子计算等测量实

验和计算模拟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一系列检验实验［８～１４，１９～２６］。

本文利用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建立双路测量模型，对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ＣＨＳＨ和Ａｓｐｅｃｔ等
［１９］测量方法形成四元

组。利用变值原理和逻辑函数，将多变量逻辑函数转为等价变值表示，形成变值测量四元组。利用仿真模型

和计算方法，提出变值模拟模型。该模型将给定逻辑函数分解为两个基元逻辑函数，模拟在双路和单路不同

组合条件下的量子测量和交互作用。犖 元位向量通过穷举形成量化变值测量，利用可视化形式确定对称／

反对称特性及其两类概率统计分布特性，形成４组１６个统计分布直方图。从模拟的结果可以观察到在异步

加条件下粒子统计的可加概率分布以及在同步加条件下波动统计的干涉叠加效果。从模拟模型和计算的角

度，该系统提供的结果能一致地满足Ｆｅｙｎｍａｎ等针对双缝实验的悖论，采用理想实验方法判别波粒二重性

问题所提出的系列化经典判据。

２　双路干涉模型

２．１　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

在双路干涉实验中使用马赫 曾德尔干涉仪［１～４，６，７］，其工作模式如图１所示。图１（ａ）为干涉仪模型。

输入信号犡在控制函数犳的作用下，激励激光器（ＬＳ）输出复合信号ρ；在偏振器（ＢＰ）的作用下，输出成对

偏振信号ρ＋和ρ－。偏振信号通过开关器（ＳＷ）输出ρ
Ｌ
＋和ρ

Ｒ
－。受控的信号序对在交互作用合成器（ＩＭ）处

理后输出信号犐（ρ
Ｌ
＋，ρ

Ｒ
－）。图１（ｂ）是对图１（ａ）功能的模拟描述，以功能模块化的形式用同样的符号和信号

流向表示，描述模拟计算过程。

图１ 双路干涉模型

Ｆｉｇ．１ Ｄｏｕｂｌｅｐａｔｈｍｏｄｅｌ

２．２　基础测量参数

建立测量参数体系是量子交互作用测量的基础问题。

１９１６年Ｅｉｎｓｔｅｉｎ针对受激发射和吸收条件建立了测量模型
［３，４］。令双态系统的基态为犈１，激发态为犈２，

犖１和犖２为在基态和激发态上的原子数目。在时刻狋，从激发态转变到基态的速率为
ｄ犖２１
ｄ狋
，同时从基态跃迁到

激发态的速率为ｄ犖１２
ｄ狋
，犖２１为从激发态到基态、犖１２为从基态到激发态的原子数目。双态系统的测量四元组为

〈犖１，犖２，犖１２，犖２１〉。

１９６９年ＣＨＳＨ
［１８］提议用自旋测量方法检验Ｂｅｌｌ不等式。利用⊥→＋和‖→－所形成的测量四元组为

０４２７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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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犪，犫），犖＋－（犪，犫），犖－＋（犪，犫），犖－－（犪，犫）〉。

１９８２年，Ａｓｐｅｃｔ等
［１９］进行了Ｂｅｌｌ不等式的检测实验。在实验中，４个核心参数（传输率犖ｔ，反射率犖ｒ，

对应率犖ｃ和ω单位时间中的总数率犖ω）所形成的测量四元组为〈犖ｔ，犖ｒ，犖ｃ，犖ω〉。在该四元组中，犖ｃ为一类

新类型，标记有多少组对数据满足双路符合条件。

３　变值模拟系统

３．１　变值模型

在模型中所涉及到的变值原理、测量方法和转换公式［２７～２９］的具体描述在３．２～３．４节中给出。对犖 元

０１向量犡和给定函数犳，通过２
犖 次迭代处理之后，变值测量形成四组直方图。变值模拟系统在图２中给

出。在图２（ａ）中变值模拟系统由三个模块组成：预处理，交互处理，后处理。犖 元向量犡 和函数犳作为预处

理模块的输入，形成两组复合信号｛ρ，珓ρ｝输出。通过交互处理模块，输出四组信号｛｛狌，狏｝，｛珘狌，珘狏｝｝，其中狌为

多元概率对称信号组，狏为多元概率反对称信号组，珘狌为条件概率对称信号组，而珘狏为条件概率反对称信号

组。所有的犖 元向量的穷举状态在通过２犖 次迭代之后，测量数据在后处理模块中一共形成４组１６个直方

图：４个多元概率对称信号，４个多元概率反对称信号，４个条件概率对称信号及４个条件概率反对称信号。

图２ 变值模拟系统描述

Ｆｉｇ．２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

在图２（ｂ）中，交互作用模块能进一步分为三个子功能模块即ＢＰ，ＳＷ，ＩＭ进行处理。复合概率信号｛ρ，

珓ρ｝通过ＢＰ模块输出成对选择信号｛｛ρ－，ρ＋｝，｛珓ρ－，珓ρ＋｝｝，ＳＷ模块转换成对信号为四元组｛｛ρ－，１－ρ－，１＋ρ＋，

ρ＋｝，｛珓ρ－，１－珓ρ－，１＋珓ρ＋，珓ρ＋｝｝，再通过ＩＭ模块形成具有对称／反对称特征的四组输出信号｛｛狌，狏｝，｛珘狌，珘狏｝｝。

３．２　变值原理

变值原理通过作用在狀元逻辑函数上形成等价变值逻辑函数表示２９～３１
］。

对狀元变量狓＝狓狀－１，…，狓犻，…，狓０，０≤犻＜狀，狓犻∈ ｛０，１｝＝犅２。令第犼位为选定特征位，０≤犼＜狀，

狓犼∈犅２ 为选择变量，对输出变量狔，狀元函数犳，狔＝犳（狓），狔∈犅２，狓∈犅
狀
２。对所有狓的２

狀 个可能状态，令

犛（狀）为状态集，根据特征位的取值划分该集合为两个集合：犛犼０（狀）和犛犼１（狀）：

犛犼０（狀）＝ 狓狘狓犼 ＝０，狓∈犅
狀｛ ｝２

犛犼１（狀）＝ 狓狘狓犼 ＝１，狓∈犅
狀｛ ｝２

犛（狀）＝ 犛犼０（狀），犛犼１（狀｛ ｝

烅

烄

烆 ）

． （１）

　　对函数犳，利用特征位值和输入／输出对的关系，确定４个基元逻辑函数｛犳⊥，犳＋，犳－，犳Ｔ｝

犳⊥ （狓）＝ 犳（狓）狘狓∈犛
犼
０（狀），狔＝｛ ｝０

犳＋ （狓）＝ 犳（狓）狘狓∈犛
犼
０（狀），狔＝｛ ｝１

犳－ （狓）＝ 犳（狓）狘狓∈犛
犼
１（狀），狔＝｛ ｝０

犳Ｔ（狓）＝ 犳（狓）狘狓∈犛
犼
１（狀），狔＝｛ ｝

烅

烄

烆 １

． （２）

　　在现有的两类标准逻辑范式表示中，ＡＮＤＯＲ合取范式选取函数集合｛犳＋ （狓），犳Ｔ（狓）｝作为狔＝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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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值表达来实现；而ＯＲＡＮＤ析取范式则通过选择函数｛犳－ （狓），犳⊥ （狓）｝作为狔＝０项，作为假值表达来

实现。在函数｛犳Ｔ（狓），犳⊥ （狓）｝中狓犼 ＝狔，输入／输出序对取值不变。

当选择函数 ｛犳＋ （狓），犳－ （狓）｝时，狓犼≠狔形成变值逻辑表示。

记犳（狓）＝ 〈犳＋狘狓狘犳－〉为变值逻辑表示，在表示中，两个投影函数与原函数之间的关系是犳（狓）＝

〈犳＋狘狓狘犳－〉，犳＋ （狓）＝ 〈犳＋狘狓狘〉，犳－ （狓）＝ 〈狘狓狘犳－〉。在〈犳＋狘狓狘犳－〉结构中，犳＋ 从犛
犼
０（狀）中选择

“１”项为合取表达形式，而犳－ 部分从犛
犼
１（狀）中选择“０”项为析取表达形式。

为方便理解，利用两变量的逻辑函数全体，将１６个函数的标准真值集合表达式和等价变值表达式在表１

第１行列出。在表１中，狀＝２，犼＝０，犛（２）＝｛１１，１０，０１，００｝＝ ｛３，２，１，０｝分别为二进制和十进制整数集合

表示，两个子集合为犛００（２）＝ ｛１０，００｝＝ ｛２，０｝，犛
０
１（２）＝ ｛１１，０１｝＝ ｛３，１｝。

特征向量狕的互补运算δ定义为：对任意δ∈犅２，

狕δ ＝
狕， δ＝１

┐狕，δ＝｛ ０
（３）

式中┐表示逻辑非。

互补运算作用在基元状态对应的整个列上，整列的０１数值受到算符的影响。在对应关系表示下，变值

函数表达式也在表１中给出。

检查犳＝３和犳＝６，｛犳＝３＝｛１，０｝∶〈０狘３〉，犳＋＝１１∶〈０狘〉，犳－＝２∶〈φ狘３〉｝，｛犳＝６＝｛２，

１｝∶〈２狘３〉，犳＋＝１４∶〈２狘〉，犳－＝２∶〈狘３〉｝，由于犳＋ 和犳－ 为两个投影函数，对应的标准函数表

示能从函数表中查出。

表１ 二元变量逻辑函数和变值逻辑表示（狀＝２，犼＝０）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ｗ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ｌｏｇ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狀＝２，犼＝０）

犳

Ｎｏ．

犳∈

犛（２）

３

１１

２

１０

１

０１

０

００

犳＋∈

犛００（２）

３０

１１０

２１

１０１

１０

０１０

０１

００１

犳－∈

犛０１（２）

０ ｛｝ ０ ０ ０ ０ 〈｜ １ ０ １ ０ ｜３，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１ ｜３，１〉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 １ ０ ０ ０ ｜３〉

３ ｛１，０｝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１ ｜３〉

４ ｛２｝ ０ １ ０ ０ 〈２｜ １ １ １ ０ ｜３，１〉

５ ｛２，０｝ ０ １ ０ １ 〈２，０｜ １ １ １ １ ｜３，１〉

６ ｛２，１｝ ０ １ １ ０ 〈２｜ １ １ ０ ０ ｜３〉

７ ｛２，１，０｝ ０ １ １ １ 〈２，０｜ １ １ ０ １ ｜３〉

８ ｛３｝ １ ０ ０ ０ 〈｜ ０ ０ １ ０ ｜１〉

９ ｛３，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１０ ｛３，１｝ １ ０ １ ０ 〈｜ ０ ０ ０ ０ ｜〉

１１ ｛３，１，０｝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

１２ ｛３，２｝ １ １ ０ ０ 〈２｜ ０ １ １ ０ ｜１〉

１３ ｛３，２，０｝ １ １ ０ １ 〈２，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１４ ｛３，２，１｝ １ １ １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

１５ ｛３，２，１，０｝ １ １ １ １ 〈２，０｜ ０ １ ０ １ ｜〉

３．３　变值测量

令Δ为变值测量函数
［１９，２０］，

Δ＝ 〈Δ⊥，Δ＋，Δ－，ΔＴ〉， （４）

Δ犳（狓）＝ 〈Δ⊥犳（狓），Δ＋犳（狓），Δ－犳（狓），ΔＴ犳（狓）〉＝ 〈Δ犳⊥
（狓），Δ犳＋ （狓），Δ犳－ （狓），Δ犳Ｔ（狓）〉， （５）

Δ犳α（狓）＝
１，ｉｆ犳（狓）＝犳α（狓），α∈ ｛⊥，＋，－，Ｔ｝

０，｛ ｏｔｈｅｒｓ
． （６）

对给定狀元状态，在Δ犳（狓）的４个位置中只有１个位置取值为１，其余的３个位置都取值为０。

对任意犖 元０１向量犡，犡＝犡犖－１，…，犡犑，…，犡０，０≤犑＜犖，犡犑∈犅２，犡∈犅
犖
２。对给定犳和输出向量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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犢＝犳（犡）＝〈犳＋｜犡｜犳－〉，犢＝犢犖－１，…，犢犑，…，犢０，犢犼∈犅２，犢∈犅
犖
２。在相关向量的第犑个位置中的狀元变量

记为狓犑＝ …，犡犑［ ］，… ∈犅
狀
２，对应输出向量的第犑个位置为犢犑＝犳（狓

犑）＝〈犳＋｜狓
犑
｜犳－〉。当犖 个位置循环连

接时，犳（犡）的变值测量为

Δ〈犡∶犢〉＝Δ犳（犡）＝∑
犖－１

犑＝０

Δ犳（狓
犑）＝ 〈犖⊥

，犖＋，犖－，犖Ｔ〉． （７）

变值测量参数形成的四元组为〈犖⊥，犖＋，犖－，犖Ｔ〉。

例如，犖 ＝１０，给定犳，犢＝犳（犡），

犡＝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犢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Δ（犡∶犢）＝＋ － Ｔ ⊥ ＋ － Ｔ － ＋ ⊥

Δ犳（犡）＝ 〈犖⊥
，犖＋，犖－，犖Ｔ〉＝ 〈２，３，３，２〉．　

　　从数值表示的角度，输入／输出序对为０１变量，仅有４种可能组合，对任意的函数，无论变元数目狀和

向量长度犖 取值如何，基本的变值测量模式｛⊥，＋，－，Ｔ｝确定不变。

３．４　测量公式

在模拟系统中的各类信号可以通过下列公式计算获得。对给定犖 元０１向量犡和函数犳，在Δ测量下

Δ犳（犡）＝〈犖⊥，犖＋，犖－，犖Ｔ〉，犖０＝犖⊥＋犖－，犖１＝犖＋＋犖Ｔ，犖＝犖⊥＋犖＋ ＋犖－ ＋犖Ｔ。多元概率复合信

号ρ表示为

ρ＝
Δ犳（犡）

犖
＝ 〈ρ⊥，ρ＋，ρ－，ρＴ〉，　ρα ＝

犖α
犖
，０≤ρα ≤１，α∈ ｛⊥，＋，－，Ｔ｝． （８）

　　选择多元概率变值信号｛ρ＋，ρ－｝，输出信号｛狌，狏｝及其分量能够被确定：

狌＝ 〈狌０，狌＋，狌－，狌１〉＝ ｛狌β｝

狏＝ 〈狏０，狏＋，狏－，狏１〉＝ ｛狏β
烅
烄

烆 ｝
，　β∈ ｛０，＋，－，１｝， （９）

狌０ ＝ρ－ρ＋

狏０ ＝ ［（１－ρ－）／２］ ［（１＋ρ＋）／２］

狌＋＝ρ＋

狏＋＝ （１＋ρ＋）／２

狌－＝ρ－

狏－＝ （１－ρ－）／２

狌１ ＝ρ－＋ρ＋

狏１ ＝ （１－ρ－＋ρ＋）／

烅

烄

烆 ２

． （１０）

　　而条件概率复合信号珓ρ表示为

珓ρ＝〈珓ρ⊥，珓ρ＋，珓ρ－，珓ρＴ〉，　０≤珓ρα ≤１，α∈ ｛⊥，＋，－，Ｔ｝， （１１）

珓ρ⊥＝
犖⊥

犖０
，珓ρ＋＝

犖＋

犖０
，　珓ρ－＝

犖－

犖１
，　珓ρＴ ＝

犖Ｔ

犖１
． （１２）

　　选择条件概率变值信号｛珓ρ＋，珓ρ－｝，输出信号｛珘狌，珘狏｝及其分量能够被确定：

珘狌＝ 〈珘狌０，珘狌＋，珘狌－，珘狌１〉＝ ｛珘狌β｝

珘狏＝ 〈珘狏０，珘狏＋，珘狏－，珘狏１〉＝ ｛珘狏β
烅
烄

烆 ｝
，　β∈ ｛０，＋，－，１｝， （１３）

珘狌０ ＝珓ρ－珓ρ＋

珘狏０ ＝ （１－珓ρ－）／［ ］２  （１＋珓ρ＋）／［ ］２

珘狌＋＝珓ρ＋

珘狏＋＝ （１＋珓ρ＋）／２

珘狌－＝珓ρ－

珘狏－＝ （１－珓ρ－）／２

珘狌１ ＝ （珓ρ－＋珓ρ＋）／２

珘狏１ ＝ （１－珓ρ－＋珓ρ＋）／

烅

烄

烆 ２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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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公式中０≤狌β，狏β，珘狌β，珘狏β≤１，β∈｛０，＋，－，１｝， 为异步加算符，＋为同步加算符。特别注意在

公式｛狌１，珘狌１｝中系数的明显区别，而其余公式的系数表达形式相似。

利用｛｛狌，狏｝，｛珘狌，珘狏｝｝信号，每个狌β（狏β）或者珘狌β（珘狏β）确定直方图上的一个点，在所有的向量犡完成了２
犖

组数据测量后，生成｛犎（狌β狘犳）｝｛犎（狏β狘犳（ ））｝｛犎（珘狌β狘犳）｝｛犎（珘狏β狘犳（ ））｝β∈｛０，＋，－，１｝。最终每组输出

４个对称（反对称）统计直方图分布。

图３ 多元概率对称基元分布统计分布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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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模拟结果

利用变值模拟系统，可以获得一系列输出结果，在本节中，选择犖＝｛１２，１３｝，狀＝２，犼＝０，｛犳＝３，犳＋＝

１１，犳－＝２｝输出结果。在对称基元输入的条件下，分别对应左路、右路、双路粒子和双路波动所形成的系列

模拟测量结果。为方便比较，在图３中给出多元概率统计结果，而在图４中给出条件概率统计输出结果。

图４ 条件概率对称基元分布统计分布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ｏｎ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在对称基元犎（狌＋｜犳）＝犎（狌－｜犳）分布条件下，图３（ａ）给出在多元概率统计下的输出模式。在图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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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显示由１６个直方图组成的４组结果。在对称基元犎（珘狌＋｜犳）＝犎（珘狌－｜犳）分布条件下，图４（ａ）给出在条

件概率统计下的输出模式。在图４（ｂ）中，显示由１６个直方图组成的４组结果。

５　结果分析

５．１　可视化分布

在犎（狌＋狘犳）＝犎（狌－狘犳）条件下，｛犎（狌１狘犳），犎（狏１狘犳）｝显示出明显的干涉效应，相比其他的图示，谱

的数量和密度分布有明显区别，从对称性的角度考虑，犎（狌１狘犳）在偶数时比奇数好，而犎（狏１狘犳）在不同的

奇偶数时都显现出明晰的对称分布特性。

在犎（珘狌＋狘犳）＝犎（珘狌－狘犳）条件下，由于强烈的波动谱特性，单路和双路粒子分布之间可视化差别不大，

｛犎（珘狌１狘犳），犎（珘狏１狘犳）｝形成的干涉效应能明显被识别，所形成的统计分布具有较好的整体对称特性。

５．２　单双峰效应

在多元概率统计中，当犖为偶数时，犎（狏１狘犳）有一个单峰，为奇数时有双峰。在同样的条件下，犎（狌１狘犳）的

峰分布特性不像犎（狏１狘犳）那样明显。

在条件概率统计中，当犖 为偶数时，犎（珘狌１狘犳）有一个突出的单峰，为奇数时有明显的双峰。在这个条件

下，犎（珘狏１狘犳）的峰分布特征比犎（珘狌１狘犳）更为明显，伴随着强烈的波动干涉效应。

５．３　双路粒子统计分布

在异步加算符的作用下，多元概率统计信号满足０≤狌０，狏０，狌－，狏－，狌＋，狏＋≤１。｛犎（狌０狘犳），犎（狏０狘

犳）｝，｛犎（狌＋狘犳），犎（狌－狘犳）｝和｛犎（狏＋狘犳），犎（狏－狘犳）｝系列分布满足方程

犎（狌０狘犳）＝犎（狌－狘犳）＋犎（狌＋狘犳）

犎（狏０狘犳）＝犎（狏－狘犳）＋犎（狏＋狘犳
烅
烄

烆 ）
． （１５）

　　条件概率统计信号满足０≤珘狌０，珘狏０，珘狌－，珘狏－，珘狌＋，珘狏＋≤１。｛犎（珘狌０狘犳），犎（珘狏０狘犳）｝，｛犎（珘狌＋狘犳），犎（珘狌－狘犳）｝

和｛犎（珘狏＋狘犳），犎（珘狏－狘犳）｝系列分布满足方程：

犎（珘狌０狘犳）＝犎（珘狌－狘犳）＋犎（珘狌＋狘犳）

犎（珘狏０狘犳）＝犎（珘狏－狘犳）＋犎（珘狏＋狘犳
烅
烄

烆 ）
． （１６）

５．４　双路波动干涉模式

在对称基元分布的条件下，波动干涉的效应十分明显。在同步加算符运算作用下，多元概率信号取值

满足０≤狌１，狏１，狌０，狏０，狌－，狏－，狌＋，狏＋≤１。比较｛犎（狌１狘犳），犎（狏１狘犳）｝同单路输出分布｛犎（狌＋狘犳），犎（狌－狘

犳）｝，｛犎（狏＋狘犳），犎（狏－狘犳）｝和双路粒子输出分布，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有下列关系式成立：

犎（狌１狘犳）≠犎（狌－狘犳）＋犎（狌＋狘犳）＝犎（狌０狘犳）

犎（狏１狘犳）≠犎（狏－狘犳）＋犎（狏＋狘犳）＝犎（狏０狘犳
烅
烄

烆 ）
． （１７）

　　条件概率信号取值满足０≤珘狌１，珘狏１，珘狌０，珘狏０，珘狌－，珘狏－，珘狌＋，珘狏＋≤１。比较｛犎（珘狌１狘犳），犎（珘狏１狘犳）｝同单路输出分

布｛犎（珘狌＋狘犳），犎（珘狌－狘犳）｝，｛犎（珘狏＋狘犳），犎（珘狏－狘犳）｝和双路粒子输出分布，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有下列关系

式成立：

犎（珘狌１狘犳）≠犎（珘狌－狘犳）＋犎（珘狌＋狘犳）＝犎（珘狌０狘犳）

犎（珘狏１狘犳）≠犎（珘狏－狘犳）＋犎（珘狏＋狘犳）＝犎（珘狏０狘犳
烅
烄

烆 ）
． （１８）

　　在条件概率对称基元分布条件下，双路波动干涉分布与单路输出之间的非等和关系依然成立，但同步双

路波动输出同异步双路粒子和单路输出谱线分布波动之间的差别，不像在多元概率对称基元条件下那样明

显，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确定。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条件概率对称基元形成的干涉结果比几类典型的输出更为

平衡。这是除了非等和干涉效应之外该类方法能显现出的明显整体分布特征。

５．５　不同测量四元组

变值四元组为Δ犳（犡）＝ 〈犖⊥
，犖＋，犖－，犖Ｔ〉，犖 ＝犖⊥＋犖＋＋犖－＋犖Ｔ。

在Ｅｉｎｓｔｅｉｎ双态系统中，在测量四元组〈犖１，犖２，犖１２，犖２１〉中的分量可以形成如下对应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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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１ ＝犖⊥＋犖＋

犖２ ＝犖－＋犖Ｔ

犖１２ ＝犖＋

犖２１ ＝犖－

犖 ＝犖１＋犖

烅

烄

烆 ２

． （１９）

在关系表达式中，测量参数序对｛犖２１，犖１２｝与｛犖－，犖＋｝对应。

选择＋→１，－→０，ＣＨＳＨ的测量参数犖±，满足

犖＋，＋ →犖Ｔ

犖＋，－ →犖－

犖－，＋ →犖＋

犖－，－ →犖

烅

烄

烆 ⊥

， （２０）

（犖＋，＋，犖＋，－，犖－，＋，犖－，－）→ （犖Ｔ，犖－，犖＋，犖⊥
）． （２１）

　　令犖 ＝犖＋，＋ ＋犖＋，－ ＋犖－，＋ ＋犖－，－，ＣＨＳＨ的测量四元组为变值四元组的一个置换序列。

在Ａｓｐｅｃｔ的测量四元组（犖ｔ，犖ｒ，犖ｃ，犖ω）中分量满足

犖ｔ→犖－

犖ｒ→犖＋

犖ω →

烅

烄

烆 犖

． （２２）

　　在变值测量中，没有同犖ｃ等价的参数，犖ｃ标记在量子测量处理中双路通道同时出现的信号数目，对于

特定实验具有意义，对于模拟系统，参数标记｛狌０，狏０｝和｛狌１，狏１｝或者｛珘狌０，珘狏０｝和｛珘狌１，珘狏１｝信号在系统中所出

现的数目。

６　结　　论

在给定变值逻辑函数条件下分析犖 元０１向量及其穷举序列，变值模拟系统可以形成不同特性的概率

统计分布，利用四组概率参数｛狌β｝，｛狏β｝，｛珘狌β｝，｛珘狏β｝分别描述多元和条件概率在左路、右路、双路粒子和双路

波动及其在对称和反对称条件下的分布特性，观察在两种概率对称基元分布组合状态下的分布规律。对比

变值测量四元组和其他量子测量四元组结构，探讨各类测量系统的优势和局限。从模拟运算复杂性的角度，

任意狀元函数的计算复杂性为犗（２狀），而犖 元向量穷举复杂性为犗（２犖），整个模拟系统的运算复杂性为

犗（２狀×２
犖）。从应用的角度，建立起模拟系统与实验系统之间的量化测量关系，同时利用优化算法进行可操

作的模拟为下一步研究的关键论题。从多元概率表现出的正态分布特性到条件概率显现出的内蕴波动分布

特性，将对进一步解释两类经典双缝实验结果提供基础模拟计算实验支持证据。

致谢　感谢晚洁生成的测量数据和李清平所做的可视化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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