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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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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简介

_____浅梦未央
Highlight



I. 完成 �/� → ��� 的极化和形状因子的测量（Nat. Commun. 15, 8812 (2024)）

II. 完成 �� → �+�−�� 的首次观测（PhysRevD.110.L111101）

III.完成 �’ → �� 的分支比和形状因子的测量（PhysRevD.109.032006）

IV.完成 �(����/����) → ��� 的首次观测（BESIII 合作组 -- Draft Review）

V. 基本完成 �/� → ��� 中 EDM 的首次寻找 (BESIII 合作组 -- 撰写 Memo )

VI.正在进行 �/� → ��������� 的分波分析 （BESIII 合作组 Light Hadron 分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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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工作成绩
BESIII 上超子和介子的衰变研究：



Ø �/� → ��� ：同位旋破坏过程，纯电磁过程

Ø 利用真空极化效应，首次提出通过超子极化提取

形状因子的方法

ü 理论推导 �/� → ��� 的螺旋度振幅

ü 首次观测 � 和 �� 的横向极化

ü 测量极化参数并检验 CP 对称性

ü 首次提取 ��� 形状因子比值

二、以往工作成绩
I．�/� → ��� 的极化和形状因子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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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表于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 Commun. 15, 8812 (2024)）

Eur. Phys. J. C 80, 903 (2020)



Ø 粲偶素粒子的内部结构，光子与强子的相互作用

Ø 首次提出寻找电磁Dalitz 衰变 �� → �+�−��

ü 联合 �(����) 数据和 XYZ 扫描数据

ü 首次观测到 �� → �+�−�� 

ü � = � �� → �+�−�� 
�(�� →���) 

II．�� → �+�−�� 的首次观测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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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 Phys. Usp. 28, 435 (1985)

二、以往工作成绩 已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D (Letter)
(PhysRevD.110.L111101)



III．�’ → �� 的分支比和形状因子测量

Ø 矢量介子为主模型（VMD）

ü 精确测量 �’ → �+�−�+(�)�−(�) 分支比

ü 寻找稀有衰变 �’ → ��������，测得分支比上限

介子-�∗�∗ 耦合

精度提高3倍

精度提高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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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工作成绩 已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D
(PhysRevD.109.032006)



III．�’ → �� 的分支比和形状因子测量

与理论预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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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二、以往工作成绩 已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D
(PhysRevD.109.032006)

Ø 矢量介子为主模型（VMD）

ü 首次对 �’ → �+�−�+�− 进行振幅分析

ü 测量 �’ → �+�−�+�− 的跃迁形状因子



IV．�(����/����) → ��� 的首次观测

Ø 不同理论的预言差别较大，亟需实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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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往工作成绩

Ø 首次观测到 �(����) → ���，测得分支比 � �(����) → ���  

和 � ≡ �(�(����)→��)
� �(����)→���  

 

已进入 Draft Review 阶段（BAM-875）



IV．�(����/����) → ��� 的首次观测

Ø 首次观测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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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进入 Draft Review 阶段（BAM-875）
二、以往工作成绩

�(�/� → ��(���� + �. �. ) × �(�(����) → ���)
= (�. �� ± �. �� ± �. ��) × ��−�

Ø 首次寻找 �(����) → �� 

�(�/� → ��(����) + �. �. ) × �(�(����) → ��)

< �. �� × ��−�



BESIII 合作组会议大会报告 (撰写 Memo)
V．�/� → ��� 中 EDM 的首次寻找

Ø 电偶极矩（EDM）是探索新的 CP 破坏机制的潜在方法

ü 在螺旋度坐标系下构建 EDM 效应的振幅 

ü 首次 在 �/� → ��� 过程中测量超子的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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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以往工作成绩



Ø �/� → ��������� 是富含胶球的过程

ü 完成了事例挑选

ü 用机器学习进行了本底分析 

ü 基于协变张量构建分波振幅

ü 对 �/� → ��������� 进行分波分析

ü 可以在 ���� 上看到丰富的共振态结构

VI．�/� → ��������� 的分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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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II 合作组会议分会报告
二、以往工作成绩



Ø 国际会议：

1. 2024 年 3 月，Moscow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Physics 2024(MISP2024) （俄罗斯，

莫斯科）：Novel method to extract the femtometer structure of strange baryons 

using the vacuum polarization effect

2. 2024 年 7 月，4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Energy Physics(ICHEP2024) 

（捷克，布拉格）: Hyperon physics at BESIII （会议文集1篇）

Ø 国内会议：

2021 年 -2024年，参加 BESIII 合作组年会和 BESIII 物理软件会 7 次，大会报告 4 次，分会报告

3次，汇报了超子和介子衰变研究的进展

Ø 担任 BSEIII 合作组四篇物理分析的审稿人

 BAM-709，BAM-729，BAM-766，BAM-927 14

二、以往工作成绩



三、未来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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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ESIII上强子形状因子的研究：

1. 推进 �(����/����) → ��� 分支比测量的工作

2. 推进 �/� → ��� 中EDM的测量工作

3. �/� → ��������� 的分波分析

4.  �/� → �(����)�(����) 的极化和CP破坏的测量

II. BESIII上CGEM探测器的软件刻度

数
据
分
析

软件



1. 推进 �(����/����) → ��� 分支比测量的工作

ü 现在处于draft阶段，计划今年下半年正式发表

I．BESIII上强子形状因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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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研究计划

2. 推进 �/� → ��� 中EDM的测量工作

ü 现在正在撰写Memo，计划2026年上半年发表

_____浅梦未央
Highlight

_____浅梦未央
Highlight



3.  �/� → ��������� 的分波分析

I．BESIII上强子形状因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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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研究计划

• ��(���) -- Flatte formula:

  �(�) = �
���(���)

� −�−�(������+������)
,    

• �� -- Damp 因子

��
�(�) × ��(�) × �����(��)

• 其他共振态：能量依赖的BW

Phys. Rev. B 607, 0370 (2005).

4.  �/� → �(����)�(����) 的极化和CP破坏的测量
Nature Physics 15,631-634(2019)

�/� → ��

�/� → �+� −

�(��) → �+� −

�/� → �−� +

�(��) → �−� +

Phys. Rev. Lett. 125, 052004 Nature 606 (2022) 7912, 64-69 Phys. Rev. Lett. 126, 092002 



Ø 探测器升级：2024年10月6日，CGEM成功装入

II．BESIII上CGEM探测器的软件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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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来研究计划

Ø 2024年12月6日，宣布于2025年1月-7月取数
实际取数时间： 2025年2月？

Wolfgang’s talk in 
2024.12.06

需要对CGEM探测器进行刻度



Ø 科研情况：
1.  �/� → ��� 的极化和形状因子的测量（Nat. Commun. 15, 8812 (2024)，已发表）

2. 首次观测到 �� → �+�−�� ( PhysRevD.110.L111101，已发表)

3. �’ → �� 的分支比和形状因子的测量（PhysRevD.109.032006，已发表）

4. 首次观测到 �(����) → ���（BESIII 合作组 Draft Review （BAM-875））

5.  �/� → ��� 中 EDM 的测量（BESIII 合作组大会报告, 撰写Memo）

6.  �/� → ��������� 的分波分析（BESIII 合作组 light hadron 分会报告）

7. 参与国内会议7次，国际会议2次，会议文集1篇，审稿4篇

Ø 研究计划：
1. BESIII上强子形状因子的研究

2. BESIII上CGEM探测器的软件刻度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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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