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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材料永远扮演主角，起着决定一代社会科技水平的关键作用。
在与现代信息社会的科技成就息息相关的千万种材料中，半导体材料的作用尤其如此。
试想20世纪后50年的所有重大科技成就，有哪一件没有直接或间接受益于半导体？
就现代信息社会对材料的依赖程度而言，又有哪一种材料能与半导体材料相比拟？
　　半导体材料在现代信息社会中的特殊地位，还表现在较少有别种材料是像半导体材料那样需要使
用者对之有入微的认识、作精细的加工。
现代信息处理与传递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人们对半导体材料认识的加深和微细加工能力的提高有
关。
于是，半导体材料物理学这样一门新的边沿学科就应运而生。
　　半导体材料物理学是半导体材料学、半导体物理学和半导体器件物理学的交叉。
，它研究材料制备与加工过程对材料物理特性的影响以及材料特性与器件特性之间的联系，因而既是
材料科学家感兴趣的，也是从事半导体器件与集成电路制造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所关
心的一门学问。
因为器件是由材料制造成的，材料特性是器件性能的基础。
然而，半导体材料的特性又是那样地易于变化，制备条件、器件制造过程中的工艺条件，乃至器件使
用中的某些情况，都会导致材料特性在一定范围内改变。
一种器件理想特性的实现，不但与原始材料的固有特性有关，也与材料的加工历史和使用情况有关。
因此，从实用的角度看，半导体材料物理学对器件研制人员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本书侧重于从器件的角度研究半导体材料的基本物理问题，故名为“半导体器件的材料物理学基础”
。
　　本书共五章，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　　1.概括介绍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半导体材料的基本
特征及制备方法，以使从事某一专门半导体器件的研究或制造工作的读者对半导体技术与半导体材料
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2.讨论半导体材料的3个基本物理参数，亦即电阻率、迁移率、少数载流子寿命与器件的阻断电压
、导通电阻、开关时间等基本特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器件制造过程和器件工作过程中的变化。
这3个参数，是半导体的所有物理参数中最容易变化，又对器件特性影响最大的基本参数。
在器件的设计制造工作中，需要精确计算、严格控制。
因此，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一个最基本的材料物理问题，我们着重于讨论这3个参数的物理本质和物理
模型，解决这些参数在器件的特性模拟中如何精确表示的问题。
在这一章中，硅材料作为讨论的主要对象，二极管、晶体管和MOsFET等基本器件作为分析材料与器
件特性之间关系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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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半导体材料物理学是半导体材料学、半导体物理学和半导体器件物理学的交叉。
它研究材料制备与加工过程对材料物理特性的影响以及材料特性与器件特性之间的联系。
《半导体器件的材料物理学基础》侧重于从器件的角度研究半导体材料的基本物理问题，主要内容包
括半导体材料的基本物理参数及其与器件特性的关系：根据器件对材料基本属性的要求建立评价材料
适用程度的品质因子，并由此讨论器件的材料优化问题；从充分发挥材料潜力、改善器件工作特性的
角度介绍与杂质工程和能带工程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在器件制造过程中常用的一些材料特性检测
方法与技术。
　　《半导体器件的材料物理学基础》可作为大学电子类专业研究生的“半导体材料物理学”课程的
教材和其他相关课程的辅助教材，也可供在半导体器件与微电子学领域、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以及应
用物理等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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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人类社会即将进21世纪的时候，高新技术这个新名词悄然流行。
在所有被称得上高新技术的技术中，半导体技术应该说是最当之无愧的了。
半导体工业直至本世纪50年代才萌芽，倚仗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而获得惊人成就，反过来又成为所有
高新技术赖以诞生和发展的基础。
半导体技术之成其为高新技术，还表现在它一方面对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起着无法估量的
作用，一方面又难以让常人对其有恰当的认识，甚至不能像导弹和航天器之类的高新技术产品那样给
人以感性的了解。
在50年代，很少有非专业人士知道半导体这个名词，更谈不上对它有正确的理解，以至于到60年代半
导体收音机大量涌入普通家庭时，半导体成了半导体收音机的代名词。
30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习惯于把这种只装备有为数不多半导体器件的简单装置称作半导体，而对风行
于世的、具有成百上千乃至难以数计半导体器件的录音机、电视机、计算机，反而没有多少人能把它
们同半导体自然联系起来。
现在，除了边远乡村，已很少有与半导体器件无缘的家庭，拥有数百万以上半导体器件而毫无觉察的
家庭已不在少数。
据统计，世界人均晶体管占有量1997年已达1000万只，2002年将超过1亿只。
人们完全可以用半导体器件的拥有量来判断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乃至一个机构的现代化程度。
有人把半导体技术在本世纪社会与科技进步中的作用，与蒸汽机在上个世纪所起的作用相比，把受半
导体技术推动的信息社会的到来称之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
其实，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现仍处于上升时期，准确评价其历史作用的时间也许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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