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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 学术贡献与自我评价 工作规划与预期目标

教育背景

2008 年 -- 2012 年，福州大学，学士

2012 年 -- 2015 年，北京理工大学，硕士

2017 年 -- 2021 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博士

2016 年 -- 2017 年，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访问学者

2019 年 -- 2020 年，英国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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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经历

2015 年 -- 2016 年，湖南文理学院，讲师

2021 年 -- 至今，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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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在 PRL、PRX 等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 57 篇文章。
一作或（共同）通讯 20 篇（1 区 6 篇，2 区 11 篇）。
博后在站期间，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完成 22 篇科研论文。
被 LIGO-Virgo-KAGRA、LISA、IPTA、NANOGrav、EPTA 和 PPTA 等国际合作
组多次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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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研究项目，12247176，通过脉冲星计时阵
探测标量诱导引力波，2023 年，18 万元，在研，主持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2022M710429，引力波探测到的双黑洞的形成
机制研究，2022 年 -- 2023 年，8 万元，在研，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11975019，原初黑洞的研究，2020 年 --
2023 年，60 万元，在研，参与（排名第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研究项目，12247112，随机引力波背景和
原初黑洞的相关研究，2023 年，18 万元，在研，参与（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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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2021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

2022 年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科院“百篇优博”）

2023 年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中国高被引论文奖”（第一作者）

2022 年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中国高被引论文奖”（第一作者）

2021 年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中国高被引论文奖”（第一作者）

2019 年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13 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19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计划”奖学金

2018 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曙光特别奖

2020 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曙光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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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经验

大学物理，128 学时

量子力学，64 学时

数学物理方法，64 学时

Mathematica 基础及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应用，20 学时，课件被收入到 xAct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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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贡献

担任 PRD、MNRAS、Sci.China 和 Commun.Theor.Phys. 等杂志审稿人；是
LIGO-Virgo-KAGRA、PPTA 和 IPTA 国际合作组成员；研究领域为引力波与宇宙学

计算了一般质量分布的原初黑洞的并合率，为检验原初黑洞对 LIGO 观测结果的物
理解释以及从观测数据中重构原初黑洞的质量谱奠定理论基础，该成果受到 LIGO
引力波组织的关注和引用。获 2021 年英国皇家物理学会“中国高被引论文奖”。

首次在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NANOGrav）11 年的数据中搜索伴随原初黑洞产
生的次生引力波信号，并对质量在 [2× 10−3, 7× 10−1] 太阳质量区间的原初黑洞
占暗物质的丰度给出了迄今为止最严格的限制。被原初黑洞的提出者卡尔在综述文
章里专题报道。原初黑洞是由卡尔和霍金首先提出来的。

构建了 IMRPhenomNSBH 引力波模板的基底库，为织快速搜寻中子星-黑洞并合信
号奠定基础。该基底库被 LIGO 合作组使用。

首次在北美纳赫兹引力波天文台（NANOGrav）12.5 年的数据中搜索有极化的随机
引力波背景，并发现数据中存在标量横向模式的引力波信号。如果被将来的试验证
实，将是人类首次探测到超出广义相对论预言的引力波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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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

NANOGrav（Astrophys.J.Lett. 923 (2021) 2, L22）将我们的结果与 LIGO 合作组
相提并论，认为我们第一次用 PTA 数据来检验引力理论。三篇都是我们的文章！

翻译：直到最近 (Chen 等人 2021b; Wu 等人 2021; Chen 等人 2021a)，PTA 数据才被用于检验引力理论......

NANOGrav （Astrophys.J.Lett. 923 (2021) 2, L22）证实了我们的结果

翻译：此外，作为交叉验证，我们重现了 Chen 等人 (2021)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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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设想

作为 PPTA 和 IPTA 等国际脉冲星计时阵列合作组成员，本人将继续依托这些组织
开展低频引力波搜寻的工作。IPTA 是由世界各地的脉冲星计时阵列项目组成的国
际联合组织。IPTA 的目标是探测低频引力波，并为宇宙学和基础物理学提供新的
突破性见解，如探测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宇宙早期的物理过程、以及验证广义相
对论的预测等。

本人是 IPTA 搜寻新物理的领导者之一，将积极带领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与到该
项目中，进而提高北京师范大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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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目标

探测低频引力波取得进展，例如在 IPTA 数据中首次探测纳赫兹频段的随机引力波
背景。

每年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 3-5 篇高水平文章。

聘期内申请到至少一项国家级科研基金。

每年培养 1-2 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陈祖成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面试 2023 年 10 月 12 日 12 /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