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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工作本年度工作

• CGEM探测器软件研究

数字化– 数字化

– 刻度刻度

• BESIII漂移室噪声及老化研究

• BESIII漂移室数据刻度和质量监测

其他工作• 其他工作

2



CGEM软件研究CGEM软件研究

• 任务特点：时间紧，人力少，难度大（很多问题首次面临）

– 计划2018年探将测器运至IHEP，安装 测试计划2018年探将测器运至IHEP，安装、测试

• 本年度主要研究

数字化模型 究和软件 发 其他参与者 苗楠楠 亮亮– 数字化模型研究和软件开发（其他参与者：苗楠楠、王亮亮）

– 离线刻度研究

• 其它工作

– CgemBoss的发布与升级CgemBoss的发布与升级

• Cgem软件升级

• Boss其它软件的升级整合Boss其它软件的升级整合

– CVS管理

参与CGEM软件相关的安排和讨论– 参与CGEM软件相关的安排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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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数字化

• 模拟探测器响应：

入射径迹段着火读出条入射径迹段着火读出条

• 难点：过程复杂，考虑多种效应

电离 漂移 3次倍增 扩散电离、漂移、3次倍增、扩散、

洛伦兹角、信号感应

研究步骤• 研究步骤：

– Garfield模拟研究（了解电子漂移特性）

– 建立数字化模型

– 在CgemBoss下开发数字化软件

– 软件调试，与实验对比，优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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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i ld模拟研究Garfield模拟研究

• 目的：了解漂移特性，获取数字化模型初步参数

多次尝试 不断改进模拟方法• 多次尝试，不断改进模拟方法

• 3级漂移倍增全模拟：太耗时

漂移 倍增独立模拟• 漂移、倍增独立模拟

• 结合数字化模型需求，分3步分别模拟

Step I
Drift in drift region and 
avalanche in GEM1

Step II
Drift in transfer1 and 
avalanche in GEM2

Step III 
Drift in transfer2 and 
avalanche in GEM3 B⊙

x
Drift

T f  1 150m from GEM1

x
y

Transfer 1

Transfer 2

150m from GEM1

150m from GEM2

150m from GE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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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fi ld模拟结果Garfield模拟结果

• 已得到漂移倍增过程所需要的基本参数

Region 通过率 增益 洛伦兹角

1 86.7 27.5 25.2

Gem膜通过率 增益 2 61.0 21.0 10.5

3 61 3 27 5 10 53 61.3 27.5 10.5

洛伦兹角 扩散 漂移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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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

Track segment from Geant4

Ionization √

CgemDigitizerSvc

• 开发了CgemDigitizerSvc，
在CgemBoss下实现了

Drift & Avalanche √ Cgem的数字化

• 经过全面调试和完善细

Induction (under study)

经过全面调试和完善细
节后，将发布第一版本

O t t fi d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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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fired strips



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

• 把Garfield++软件包整
合到

Track segment from Geant4

合到CgemBoss
• 利用Garfield完成电离

的模拟
Ionization √

CgemDigitizerSvc

的模拟

Dri  & Avalanche √

Induction (under study)

O t t fi d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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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fired strips



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

• 通过Garfield模拟得到
Track segment from Geant4

的参数对倍增电子数、
电子位置和漂移时间
分别进行 次抽样

Ioniza on √

CgemDigitizerSvc

分别进行3次抽样

Drift & Avalanche √

Induction (under study)

O t t fi d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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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fired strips



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数字化模型和软件流程

Track segment from Geant4

Ioniza on √

CgemDigitizerSvc

通过G fi ld做了初步• 通过Garfield做了初步
研究，未取得结果

Dri  & Avalanche √

• 暂时用电子漂移取代
信号感应Induction (under study)

O t t fi d 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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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 fired strips



数字化软件初步结果数字化软件初步结果

电离数分布 倍增电子
数分布数分布

粒子：e
动量：1GeV/c
方向：垂直入射方向：垂直入射

x向着火条
数分布

v向着火条
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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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与实验进行对比，改进数字化模型



离线刻度研究离线刻度研究

• 刻度目的：通过离线数据分析得到重建所需的探测器参数

难点• 难点：

• 变量多，相互关联；

• microTPC读出刻度的复杂性增加；

• 独立摸索刻度方法，没有借鉴独立摸索刻度方法，没有借鉴

• 研究内容:
– 刻度方法研究

– 刻度框架开发

– 刻度数据存储和数据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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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度内容和方法研究刻度内容和方法研究

• 洛伦兹角（cluster位置修正） • Cluster位置分辨
Cluster位置测量误差，考虑粒子种类、

动量以及入射角度的影响动量以及入射角度的影响方法：对径迹拟
合位置与cluster修
正位置的残差进
行分析 通过迭行分析，通过迭
代得到刻度结果

• Micro‐TPC模式相关参数

漂移速度 漂移时间修正

• 几何位置校准
• CGEM各层之间位置偏差漂移速度、漂移时间修正 CGEM各层之间位置偏差

• CGEM与MDC间的位置偏差

校准方法

利用宇宙线进行初步校准• 利用宇宙线进行初步校准

• 结合dimu事例进行精确校准

对刻度常数和刻度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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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刻度常数和刻度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
下一步：软件开发，分析实验数据改进方法



CGEM软件发布和管理CGEM软件发布和管理

• 软件发布（CgemBoss）
– 6 6 3：第一个能正式重建的版本（2014年）6.6.3：第 个能正式重建的版本（2014年）

– 6.6.5：重建升级，整合Boss6.6.5 （2015年）

– 6 6 5 b：第一个能用于物理检查的版本（2017年，王亮亮）6.6.5.b：第 个能用于物理检查的版本（2017年，王亮亮）

– 计划发布

• 6 6 5 c：升级重建，发布数字化6.6.5.c ：升级重建，发布数字化

• 7.0.3：跟进Boss7.0.3（整合MRPC软件、Hough重建等）

CVS管理• CVS管理

– 独立的CGEM软件版本管理

按照BOSS软件管理发布的标准流程进行

• 有利于升级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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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最快地投入使用



MDC噪声研究MDC噪声研究

• 目的
– 了解噪声对MDC性能的影响

更好地理解数据– 更好地理解数据

• 难点
– 问题复杂，在实践中摸索分析方法

整理大量数据 总结规律和关联– 整理大量数据，总结规律和关联
• 原始数据，重建数据，
• 慢控制数据库，离线数据库

与run号、层号关联的数据

大量慢控制原始数据

（漏电流、触发计数率、流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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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噪声研究MDC噪声研究

• 对噪声进行了分类整理，理解
了不同噪声的特点以及对性能

此类噪声影响时间
测量，对分辨和效
率影响较大 了不同噪声的特点以及对性能

的影响

• 结果已在BESIII春季物理软件研

率影响较大

结果已在BESIII春季物理软件研
讨会上报告并获得好评

此类噪声可通过减
T0排除，对性能影
响较小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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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老化研究MDC老化研究

• 目的：了解MDC老化程度

• 关键问题：如何减小噪声的影响，得到可靠的结果

– 挑选低噪声样本

– 挑选噪声水平、分布、类型相似的样本

• 研究结果已在6月份BESIII合作组会上报告

Raw hit efficiency vs layerNoise occupancy vs layer Raw hit efficiency vs layerNoise occupancy vs layer

T/Q m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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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C数据刻度和质量检查MDC数据刻度和质量检查

• 及时完成2016‐2017年度数据刻度

Bh bh 事例空间分辨达到116– Bhabha事例空间分辨达到116m，

动量分辨14.4MeV/c@2.09GeV/c

• 2016‐2017年度取数检查

重要性 及时发现问题 确保取数质量– 重要性：及时发现问题，确保取数质量

– 检查内容：

• MDC数据检查

• 协助检查其它方面问题

TOF、Estime、束流能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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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工作其他工作

• 学生指导
黄震（ 重建软件）• 黄震（CGEM重建软件）

• 苗楠楠 (CGEM数字化)

• Comet项目中CDC实验数据分析和刻度方面提供
指导指导

• 实验中心新生的BESIII软件培训（与张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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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计划文章发表计划

• CGEM探测器的Garfield模拟和数字化研究（正在撰写）

• CGEM探测器整体重建和径迹拟合（正在撰写）

噪声研究 仍有大量 作）• MDC噪声研究（仍有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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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经费

• CGEM探测器数据处理关键技术研究，面上
项目 70万 课题负责人项目，70万，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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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计划总结与计划

• 总结
– CGEM软件进展良好

实现了第 版本数字化• 实现了第一版本数字化

• 完成了离线刻度初步研究

• 软件管理和发布规范有序

工作有条不紊– MDC工作有条不紊
• 及时完成刻度任务，保证重建顺利进行

• 性能研究和数据检查全面及时，利于取数顺利进行

• 下年度计划
– CGEM软件开发

数字化模型的改进和优化• 数字化模型的改进和优化

• 刻度软件的开发

• 测试数据分析

相关工作– MDC相关工作
• 新数据刻度

• 新数据检查、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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