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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曦：专注于用硅做“三明治”
王曦最擅长的，是用硅做一种“三明

治”：在一张0.5毫米厚的硅片上，在距

表面100纳米下，注入一层几百纳米、厚

薄均匀的二氧化硅“夹心”——这就是英

文缩写为SOI的高端集成电路硅基材料。

王曦带领他的团队，花了10年，生产出

了高品质的SOI材料，并初步实现了产

业化。

SOI是地道的高技术产品。价值20美

元的硅片注入了这层“夹心”后，身价立

刻猛增至200美元。用SOI来做芯片，不仅

速度可提高35%，还可降低能耗70%，并可

适应包括宇宙空间在内的很多恶劣环境。

可是，难点就在于要将这层“夹心”

做得均匀——稍有不匀，整个硅片会呈现

彩虹般的光泽，或“满脸”麻点。离子注

入制备SOI技术，国外一直对我国实行封

锁。做出高品质的国产SOI材料，其意义

不言而喻。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科院上海冶金

所（现上海微系统所）就开始了对SOI的

研究，但一直停留在实验室水平。这意味

着，SOI材料既无法批量生产，质量也不

稳定。

从进入清华大学起，王曦就专注于

“离子注入”技术，直到现在。从1998年

起，他带领团队花了四五年时间，完成了

材料技术工程化研究——如今的SOI晶圆

片表面泛着均匀的粉色。

把SOI拉出研究所，成立公司完成产

业化，是王曦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新傲科技公司，近百名员工5年

内全心扑在SOI的研发和生产上——这是

研究所无论如何做不到的！”他说，刚

“下海”的时候，曾以为“技术为王”，

但后来才感觉到市场、资本和管理，都非

常重要。当时，王曦全球跑，与飞利浦、

索尼、东芝等公司一家家进行交流，“这

让我对市场有了新的、更深的理解。”

考虑成本、贴近客户需求……这让新

傲很快有了起色。如今，新傲的产品不仅

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还吸引了包括飞利

浦、东芝等大公司在内的很多国际客户。

“有人预测，未来10年，国内的卫星都能

用上SOI材料做的芯片。”

“企业化运作的好处在于，赚了钱可

以继续投入做更好的技术、扩大规模。现

在新傲公司的设备比所里的好很多。”说

到这里，王曦有点兴奋，语调也随之提

高。最近，新傲还研发出了一项独步世界

的新方法——特殊键合（下转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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