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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教 育
经 历

 2020.09 - 至今 苏州大学 粒子物理与原子核物理 博士在读

 2015.09 - 2019.06 安庆师范大学 物理学 理学学士

基 本 信 息

 出生年月： 1997年10月18日  籍 贯 ： 安徽-宣城

 民 族 ： 汉  研 究 方 向 ： 实验上粲物理的相关研究

论 文 成 果

 Search for 𝑫𝑫𝟎𝟎 → 𝑲𝑲−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 𝑫𝑫𝟎𝟎 → 𝑲𝑲𝑺𝑺
𝟎𝟎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 and 𝑫𝑫+ → 𝜼𝜼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 decays 在线发表

实际第一作者 Phys. Rev. D 110, 112001 (2024) IF：4.6

 Improved measurement of the semileptonic decay 𝑫𝑫𝒔𝒔
+ → 𝑲𝑲𝟎𝟎𝒆𝒆+𝝊𝝊𝒆𝒆 在线发表

实际第一作者 Phys. Rev. D 110, 052012 (2024) IF：4.6

成果均以BESIII 合作组成员身份投稿发表

 Measurement of branching fraction of 𝑫𝑫𝒔𝒔
∗+ → 𝑫𝑫𝒔𝒔

+𝝅𝝅𝟎𝟎 relative to 𝑫𝑫𝒔𝒔
∗+ → 𝑫𝑫𝒔𝒔

+𝜸𝜸 在线发表

实际第二作者 Phys. Rev. D 107, 032011 (2023) I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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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2 粲介子的半轻衰变研究

强子形状因子 𝑭𝑭+
𝑽𝑽(𝑨𝑨) 𝟎𝟎 CKM矩阵元 𝑽𝑽𝒄𝒄𝒒𝒒′

𝒅𝒅𝜞𝜞
𝒅𝒅𝒒𝒒𝟐𝟐

=
𝑮𝑮𝑭𝑭𝟐𝟐

𝟐𝟐𝟐𝟐𝝅𝝅𝟑𝟑
𝑭𝑭+
𝑽𝑽(𝑨𝑨) 𝟎𝟎

𝟐𝟐
𝑽𝑽𝒄𝒄𝒒𝒒′

𝟐𝟐 𝒑𝒑𝑽𝑽(𝑨𝑨)
𝟑𝟑

夸克间强作用： 夸克间弱作用：

格点量子色动力学（LQCD）等

理论可以计算𝑭𝑭+
𝑽𝑽(𝑨𝑨) 𝟎𝟎

进行全局拟合从实验上提取 𝑽𝑽𝒄𝒄𝒒𝒒′

半轻衰变为检验格点QCD理论等模型，测量𝑭𝑭+
𝑽𝑽(𝑨𝑨) 𝟎𝟎 提供可能的途径，也是寻找

粲介子衰变中是否存在新物理的一个途径

实验上的测量可以检验标准模型的轻子普适性假定𝑹𝑹𝒉𝒉 =
Γ 𝑫𝑫𝟎𝟎/+ → 𝒉𝒉−/𝟎𝟎𝝁𝝁+𝝂𝝂𝝁𝝁
Γ 𝑫𝑫𝟎𝟎/+ → 𝒉𝒉−/𝟎𝟎𝒆𝒆+𝝂𝝂𝒆𝒆

𝑑𝑑′
𝑠𝑠′
𝑏𝑏′

=
𝑉𝑉𝑢𝑢𝑢𝑢 𝑉𝑉𝑢𝑢𝑠𝑠 𝑉𝑉𝑢𝑢𝑏𝑏
𝑉𝑉𝑐𝑐𝑢𝑢 𝑉𝑉𝑐𝑐𝑠𝑠 𝑉𝑉𝑐𝑐𝑏𝑏
𝑉𝑉𝑡𝑡𝑢𝑢 𝑉𝑉𝑡𝑡𝑠𝑠 𝑉𝑉𝑡𝑡𝑏𝑏

𝑑𝑑
𝑠𝑠
𝑏𝑏

CKM表征夸克的质量本征态与夸克的弱相互作用本征态之间的变换，应具备
幺正性

测量CKM矩阵元，进而检验CKM矩阵的幺正性，可验证电弱理论和寻找超出
标准模型的新物理

物理动机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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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2 半轻衰变𝐷𝐷𝑠𝑠+ → 𝐾𝐾0𝑒𝑒+𝜐𝜐𝑒𝑒

 相较于《粒子物理手册》(PDG)的世界平均值，分支比精度改进1.6倍，在𝑫𝑫𝒔𝒔
+ → 𝑲𝑲𝟎𝟎𝒆𝒆+𝝊𝝊𝒆𝒆衰变中测量的强子𝑲𝑲𝟎𝟎形状

因子精度改进1.7倍

 目前Cabibbo压低的半轻衰变的物理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𝑫𝑫𝒔𝒔
+ → 𝑲𝑲𝟎𝟎𝒆𝒆+𝝊𝝊𝒆𝒆的衰变分支比和强子𝑲𝑲𝟎𝟎形状因子的实验测量有助于检验理论的预测结果

 基于BESIII采集的总亮度为7.3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实验数据样本，改善𝑫𝑫𝒔𝒔
+ → 𝑲𝑲𝟎𝟎𝒆𝒆+𝝊𝝊𝒆𝒆衰变的测量精度

物理动机

Phys. Rev. D 110, 
052012 (2024)

2025/1/11



6博士后申请面试答辩

科研经历2 稀有半轻衰变𝐷𝐷 → 𝜂𝜂𝑃𝑃𝑒𝑒+𝜈𝜈𝑒𝑒的寻找

 在四体半轻衰变𝑫𝑫 → 𝑷𝑷𝑷𝑷ℓ+𝝂𝝂ℓ研究𝒄𝒄 → 𝒔𝒔/𝒅𝒅ℓ+𝝂𝝂ℓ的夸克跃迁衰变过程，理

解半轻中标量或矢量介子在其中的衰变贡献

 有助于理解标准模型和寻找标准模型以外的新物理

 基于SU(3)预期有希望在当前实验精度下观测到𝑫𝑫 → 𝑷𝑷𝑷𝑷ℓ+𝝂𝝂ℓ四体衰变

物理动机

3.3𝝈𝝈

基于BEIII在 𝒔𝒔=3.773GeV采集的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进一步研究𝑫𝑫 → 𝜼𝜼𝑷𝑷𝒆𝒆+𝝂𝝂𝒆𝒆衰变的物理机制

BEIII在 𝒔𝒔=3.773GeV采集的7.9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测量结果

Phys. Rev. D 110, 
112001 (2024)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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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2 半轻衰变𝐷𝐷 → 𝐾𝐾1 1270 𝜇𝜇+𝜈𝜈𝜇𝜇的研究

物理意义与目的

 多种理论预期该衰变，实验测量有助于检验不同

理论

 研究𝑫𝑫 → 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衰变过程有助于理解

𝑲𝑲𝟏𝟏(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动量混合态,探索粲衰变的强弱效应

 结合电子衰变过程，检验轻子普适性

 结合𝑫𝑫介子寿命，检验同位旋对称性

14.0𝝈𝝈 6.8𝝈𝝈

研究进展

 基于BEIII在 𝒔𝒔=3.773GeV采集的7.9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首次观测该衰变

 分析结果正在BESIII合作组发言人审核阶段，计划投稿期刊Phys. Rev. D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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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2 𝐷𝐷0 → 𝜋𝜋−ℓ+𝜐𝜐ℓ和𝐷𝐷+ → 𝜋𝜋0ℓ+𝜐𝜐ℓ衰变的研究

分支比测量

 实验测量分支比以统计误差为主导
 BESIII采集的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的3.773GeV近阈数据，可以降低统计误差

强子形状因子𝒇𝒇+𝑫𝑫→𝝅𝝅 𝟎𝟎 的提取

 LQCD的计算，2011年𝑫𝑫 → 𝝅𝝅的形状因子精度为4.4%，2022年已改善至0.8%
 实验测量的最高精度为1.3%
 首次尝试结合含𝝁𝝁子衰变模式的动力学信息提取形状因子

分支比的实验测量

 基于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的 𝒔𝒔=3.773GeV的近阈数据，开展𝑫𝑫𝟎𝟎 → 𝝅𝝅−ℓ+𝝊𝝊ℓ和𝑫𝑫+ → 𝝅𝝅𝟎𝟎ℓ+𝝊𝝊ℓ分支比测量

研究现状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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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历2 𝐷𝐷0 → 𝜋𝜋−ℓ+𝜐𝜐ℓ和𝐷𝐷+ → 𝜋𝜋0ℓ+𝜐𝜐ℓ衰变的研究

提取强子形状因子𝒇𝒇+𝑫𝑫→𝝅𝝅 𝟎𝟎
 拟合𝑫𝑫𝟎𝟎 → 𝝅𝝅−ℓ+𝝊𝝊ℓ和𝑫𝑫+ → 𝝅𝝅𝟎𝟎ℓ+𝝊𝝊ℓ的微分跃迁率，提取形状因子
 检验𝒒𝒒𝟐𝟐依赖的轻子普适性
 结合𝑫𝑫介子寿命，检验同位旋对称性

 实验上的测量结果精度好于理论计算结果，可为理论计算提供更精确的输入参数
 基于BEIII采集的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分析结果正在BESIII合作组审核阶段

研究进展

2025/1/11



10博士后申请面试答辩

研究计划3

基于第三代北京谱仪（BESIII）在近阈附近采集的世界最大的粲介子实验数据（ 𝒔𝒔 = 𝟑𝟑.𝟏𝟏𝟏𝟏𝟑𝟑GeV 采集的积分亮
度为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的数据），开展以下研究

半轻衰变𝑫𝑫 → 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的研究

 借助人工神经网络工具，降低背景水平
 提取轴矢量介子的质量和宽度，研究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 𝑲𝑲𝝅𝝅𝝅𝝅模式中的共振结构
 开展𝑲𝑲𝟏𝟏的动力学研究，检验理论模型

Generic标记方法的探究

 CLEO合作组使用Generic标记方法对衰变过程𝑫𝑫+ → 𝜼𝜼(′)𝓵𝓵+𝝂𝝂开展过相关研究，BESIII合作组基于Generic标记方法，
𝑫𝑫 → �𝑲𝑲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衰变的研究正在进行

 计划使用该方法，开展以下课题的探究
a. 探究半轻𝑫𝑫𝟎𝟎 + → 𝝅𝝅𝓵𝓵+𝝂𝝂𝓵𝓵衰变过程中改善其形状因子提取精度的可能

b. 探究纯轻𝑫𝑫+ →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衰变中测量精度改进的可能
c. 探究半轻𝑫𝑫+ → 𝜼𝜼𝓵𝓵+𝝂𝝂衰变和𝑫𝑫+ → 𝜼𝜼′𝓵𝓵+𝝂𝝂衰变分支比测量精度的改进以及提取其形状因子的可能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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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3 Generic标记方法的简单介绍

在3.773 GeV能量点，𝒆𝒆+𝒆𝒆−湮灭为𝜳𝜳 𝟑𝟑𝟏𝟏𝟏𝟏𝟎𝟎 共振态并迅速衰变为𝑫𝑫�𝑫𝑫介子对

传统双标记方法

 在完全重建标记侧𝑫𝑫介子后反冲重建信号侧�𝑫𝑫介子

Generic标记方法 ——半轻衰变过程

 寻找信号侧一条轻子径迹，再寻找半轻衰变中的强子末态
 基于重建的信号侧再重建另一侧的𝑫𝑫介子

a. 先加入所有的带电径迹
b. 再逐步加入中性径迹
c. 直到所有粒子的组合总能量与束流能量最接近为止

 Generic方法可增加约一倍统计量
 𝑫𝑫 → �𝑲𝑲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过程的衰变机制可被研究

基于BEIII在3.773GeV采集的7.9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两种方法
寻找𝑫𝑫 → �𝑲𝑲𝜼𝜼𝒆𝒆+𝝂𝝂𝒆𝒆的对比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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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3 阶段安排

2025年6-12月

2026年1-12月

2027年1-6月

1）完成对𝑫𝑫 → 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事例重建
2）使用人工神经网络工具，对其背景进行研究
3）尝试提取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相应物理参数
4）构建Generic Tag算法

1）推进𝑫𝑫 → 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分析，在BESIII合作组内进行同行专家评审

2）验证Generic Tag重建方法的可靠性，开展对𝑫𝑫𝟎𝟎 + → 𝝅𝝅𝓵𝓵+𝝂𝝂𝓵𝓵改进研究
a. 结合人工神经网络工具，基于Generic Tag方法展开物理分析
b. 尝试基于Generic Tag方法的形状因子提取研究，与经典双标记进行对比

3）基于Generic Tag方法，对纯轻衰变𝑫𝑫+ →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或半轻衰变𝑫𝑫+ → 𝜼𝜼(′)𝓵𝓵+𝝂𝝂进行测试工作

1）推进纯轻衰变𝑫𝑫+ →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以及半轻衰变𝑫𝑫+ →
𝜼𝜼(′)𝓵𝓵+𝝂𝝂衰变的研究
2）完成计划中的相关学术论文成果的发表工作
3）完成博后工作的总结和撰写出站报告

20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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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4

科研学习经历

 自2021年至今，开展粲物理衰变的测量，作为主要作者发表文章三篇
 两项半轻衰变在研，预期一年内发表
 已达到毕业要求，预计2025年6月毕业

科研计划

 继续推进现有研究分析

 基于BEIII在3.773GeV采集的20.3𝐟𝐟𝐟𝐟−𝟏𝟏数据，在𝑫𝑫 → 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𝝁𝝁+𝝂𝝂𝝁𝝁过程中提取𝑲𝑲𝟏𝟏 𝟏𝟏𝟐𝟐𝟏𝟏𝟎𝟎 相应物理参数
 开展Generic标记方法的可行性研究并开展相关含轻衰变的研究

请 批 评 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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