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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粒子物理 QCD理论在高能量下的“渐进自由”性质也已被大量实验所证实，但在高能向低能过
渡的能区，以及低能区的 QCD理论则预言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发展且需要被实验检验。此外，现
有的标准模型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宇宙中观测到的正反物质的不对称性，需要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
寻找超出标准模型的新的 CP破缺来源。为了挑战这些基本问题，我们建议建造一个对撞质心系能量
为 2至 7 GeV,对撞亮度大于 0.5×1035 cm-2 s-1（比目前正在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BESIII实验高
两个量级，且能量覆盖范围更宽）的超级陶-粲装置（STCF）。这将使得我国在 BESIII实验结束后，继
续在相关研究领域引领世界。报告人将重点介绍该实验装置上的物理研究亮点和装置建造上的技术挑
战。此外该装置上的物理研究还将和我国核物理领域正在推动的 EicC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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