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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士主要學經歷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物理系博士 1985/09 至 1990/06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系學士 1979/09 至 1983/06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員

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教授

中央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中央大學理學院代理院長

中央大學國際長

推動國內粒子物理實驗的發展，在硬體開發和物理分析上做出重要貢獻。



會士主要研究工作成果簡述

文字簡述

我的研究領域是粒子物理。早期進行對撞機實驗，

參與了Mark-J，L3，CMS，PHOBOS等國際合

作項目。1994年起，我開始進行天文粒子物理實

驗，參與了AMS，NCT等實驗。2020年起我在

啟動了TASEH實驗，在國內進行超低質量暗物

質研究。我的主要興趣與貢獻在於粒子探測器的

研發與建造，在參與這些實驗中，對多絲室、矽

微條偵測器、電子系統、數據擷取系統等方面的

研發與建造，都有所貢獻。重要成果有L3緲子探

測器的電子系統、L3與PHOBOS實驗矽微條偵

測器的研發、AMS與NCT實驗的電子系統的研發

與建造等方面。在物理成果上，我在L3實驗研究

點弱作用稀少事例，以及AMS實驗測量宇宙射線

中質子、反質子、反氘核等方面有所貢獻。

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圖/表/方程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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