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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集成电路最重要的生产过程包括：开发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利用EDA进
行集成电路设计，根据设计结果在硅圆片上加工芯片（主要流程为薄膜制造、曝光和刻蚀），对加工
完毕09芯片进行测试，为芯片进行封装，最后经应用开发将其装备到整机系统上最终与消费者见面。
 集成电路的研究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计工具与设计方法。
随着集成电路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单个芯片容纳器件的数量急剧增加，其设计37_具也由最初的手
工绘制转为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相应的设计工具根据市场需求迅速发展，出现了专门的EDA工
具供应商。
目前，EDA主要市场份额为美国的Cadence、Synopsys和Mentor等少数企业所垄断。
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是国内唯一一家EDA开发和产品供应商。
 由于整机系统不断朝着轻、薄、小的方向发展，集成电路结构也由简单功能转向具备更多和更为复杂
的功能，如彩电由五片机到三片机直到现在的单片机，手机用集成电路也经历了由多片到单片的变化
。
目前，SOC作为系统级集成电路，能在单一硅芯片上实现信号采集、转换、存储、处理和I／O等功能
，将数字电路、存储器、MPU、MCU、DSP等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实现一个完整系统的功能。
它的制造主要涉及深亚微米技术，特殊电路的工艺兼容技术，设计方法的研究，嵌入式IP核设计技术
，测试策略和可测性技术，软硬件协同设计技术和安全保密技术。
SOC以IP复用为基础，把已有优化的子系统甚至系统级模块纳入到新的系统设计之中，实现了集成电
路设计能力的第四次飞跃。
 （2）制造工艺与相关设备。
集成电路加工制造是一项与专用设备密切相关的技术，俗称“一代设备，一代工艺，一代产品”。
在集成电路制造技术中，最关键的是薄膜生成技术和光刻技术。
光刻技术的主要设备是曝光机和刻蚀机，目前在130m的节点是以193 niTlDUV（Deep Ultraviolet
Lithography）或是以光学延展的248 nm DUV为主要技术，而在100 nm的节点上则有多种选择：157 nm
DUV、光学延展的193 nmDLV和NGL。
在70 nm的节点则使用光学延展的157 nm DUV技术或者选择NGL技术。
到了35 nm的节点范围以下，将是NGL所主宰的时代，需要在EUV和EPL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作为新一代的光刻技术，x射线和离子投影光刻技术也在研究之中。
 （3）测试。
由于系统芯片（SOC）的测试成本几乎占芯片成本的一半，因此未来集成电路测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如何降低测试成本。
结构测试和内置自测试可大大缩短测试开发时间和降低测试费用。
另一种降低测试成本的测试方式是采用基于故障的测试。
在广泛采用将不同的IP核集成在一起的情况下，还需解决时钟异步测试问题。
另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模拟电路的测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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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应用型本科计算机专业实验系列教材:计算机电路基础实验与课程设计》适用于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通信技术等专业，也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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