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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经历

 1996-2000，兰州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

 2000-2003，兰州大学物理学院，获硕士学位

 2005-2008，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博士学位

 2003-今， 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2010年聘为副研究员

2



主要研究任务介绍

 作为BESIII的径迹探测器，
漂移室测量反应末态带电粒
子的径迹、动量，dE/dx，
对BESIII物理研究起关键作
用。

 由于束流本底问题，漂移室
经历了严重的阴极及阳极老
化问题。

 老化不仅降低了漂移室的性
能，更使其面临失效的风险
（Malter 放电）。

 负责漂移室老化研究及升级
研究任务，以应对漂移室失
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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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ter 放电：自持续性放电，

扩散迅速，导致内室甚至整个
漂移室无法工作

通过向工作气体中加入0.2%

水蒸气而得到控制



研究进展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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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III 漂移室的老化研究

漂移室升级研究

漂移室稳定运行

新漂移室内室

CGEM内径迹室

CPS硅像素探测器模型研制



BESIII漂移室老化研究

 开展漂移室老化研究及监控，每年向BESIII合作组报告漂移室老化情况
 前10层增益明显下降，第一层下降39% （速度3%~4%/年）

 为漂移室工作高压配置、稳定运行及内室升级提供重要依据

Aging speed of layer1~4

Accumulated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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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移室新内室建造

 设计研制了一个全新的漂移室内室，作为漂移室的
基本保障。

 根据漂移室老化研究经验，新内室设计中，提出缩
短有效立体角外丝长的台阶型端面板设计，可减小
噪声计数，降低丝电流及断丝风险

 作为共同负责人，完成新内室室体及新定位子加工
、组装、测试，完成新内室建造及宇宙线测试

New  inner chamber

Old inner chamber

8 layers, 484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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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室宇宙线测试

 宇宙线测试结果表明，新内室性能完全满足BESIII的要求，且由于台
阶型端面板设计使斜丝倾角变大，z分辨明显提高

 新内室建造工作圆满完成，2016年底通过科学院组织的评审，成为漂
移室的重要保障

Spatial resolution:  129μm (HV = 2200V)

dE/dx resolution:  7.8% (HV = 2200V) Efficiency:  > 99% (HV = 220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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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M内径迹室

 国际合作项目，建造一个包含3层圆筒GEM探测器的内径迹室来替换
漂移室内室。

 CGEM内径迹室具有高计数率能力、抗老化能力强，z向空间分辨显著
提高等优点。此项目的开展，为先进气体探测器的主要代表-GEM探测
器在BESIII实验上的首次使用。

 最先开展探测器模拟研究，及基本结构设计

 积极申请科技部中意国际合作项目，促进交流与合作，推动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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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Integration and Mechanics coordinator

 与意大利方密切合作，组织多次技术讨论，完成CGEM-IT接口设计，
确定CGEM安装方案、连接、气体、冷却、布线等方案

 讨论确定内室拆装方案及工装设计

 低物质量碳纤维新内筒设计及安装方案

CGEM内径迹室接口设计

9



确定内室升级拆卸安装流程

 确定内室拆卸及CGEM安装流程细节及时间估计

 技术讨论、workshop、及与意大利方良好的合作推进CGEM项目顺利
进行，确保内室升级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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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硅像素探测器模型研制

 负责漂移室升级新技术预研工作，在国内首次开展硅像素内径迹探
测器的研究，挑战国际探测器最前沿技术

 研制1/10漂移室内室规模的硅像素探测器模型：包含3层，共18个
探测模块

 通过硅像素内径迹室探测器的研究探索，掌握关键技术及方法，为
BESIII和CEPC积累经验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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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裸片性能测试为硅像素探测器研制中的关键步骤

• 搭建芯片探针台测试系统以实现芯片的功能检查及初步性能测试

• pin-pad 接触, 功耗, 数据检查, 芯片clamp 电压及阈值扫描

• 完成200多片芯片的探针台测试，得到芯片噪声水平及良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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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探针台测试



探测模块研制

 为减小多次散射，确保测量精度，内径迹室要求探测器必须具备极低物质量、
极小形变、芯片准确定位精度。据此要求，完成探测器基本结构和功能模块-

ladder的设计及优化， 每个模块主要包含10片减薄到50µm的硅像素芯片，
130µm厚的kapton柔性电缆及高强度低物质量碳纤维复合支撑结构

 成功研制出高精度ladder研制组装平台，开展探测模块研制工艺探索，及设计
优化

 成功实现了低物质量（ 0.37% X0 ）、高芯片位置精度（<10µm）探测模块的
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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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der测试

 完成测试平台

 完成ladder与电子学读出系统的调试

 进行阈值扫描，检查像素响应情况并
确定芯片的噪声水平和阈值

 PFN~1mV,  TN~17mV,   ENC~ 15e, 

Threshold ~(3-4)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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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der性能测试

 Ladder性能测试研究

 用放射源开展芯片响应、温度对噪声的影响、芯片间串扰研究

 开展芯片hit重建算法研究

 电子热扩散收集，不同像素间的charge sharing， 数字读出，无种子信号

 测试结果表明ladder工作正常，参数满足要求，标志着ladder研制的成功
，下一步将进行束流测试

55Fe

90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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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漂移室稳定运行
 电子学噪声和束流本底问题是BESIII漂移室运行中非常棘手的问题，通

过实验研究解决漂移室运行中严重的噪声问题，有效降低了本底水平，
确保漂移室的性能，保障了取数质量。

 解决电子束流相关的内室时间道噪声问题

 解决束流无关的整个MDC T Q噪声问题

 及时高效地处理了漂移室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其稳定高性能
运行。

 处理高压、气体monitor等问题

 解决漂移室加水系统故障，确保温度恒定及气体比份稳定

16

严重噪声时
时间道的hitmap

解决噪声后时
间道的hitmap

极严重的 噪声



其他工作

 研究生培养

 在读：硕士生一名、一名博士生、一名博士后

 去年毕业硕士生一名，博士生一名

 今年毕业硕士生1名

 公共服务

 负责BESIII 运行每周（或两周）的值班培训。

 接待多次BESIII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参观活动，积极进行相关宣传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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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情况

 在研课题：
 主持面上基金一项

 主持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课题一项

 负责基金委重点项目子课题一项

 参加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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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计划

 CPS硅像素探测技术研究，完成探测器模型的建

造，及束流测试，掌握硅像素探测器研制的关键
技术

 CGEM探测器宇宙线测试，安装准备
漂移室内室升级准备及更换
确保漂移室的稳定运行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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