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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电路图优化一下。”“版图再调整
一下。”

……
4月19日，在位于西部（重庆）科

学城西永微电园的中国电科芯片技术
研究院（简称“电科芯片”），汽车芯片
专项攻关小组正忙于电子驻车制动系
统芯片的设计攻关。

而这，只是他们正在研制的17款
汽车芯片之一——

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汽车芯片已成为影响汽车产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2022年9月，电科芯
片牵头组建了中电科汽车芯片技术发
展研究中心，整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的相关优势资源，打造国内
一流的汽车芯片技术创新策源地，贯
通国产汽车芯片自主可控全产业链，
支撑汽车芯片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
展。

汽车芯片是电科芯片加快自主创
“芯”的一个缩影。

“作为中国电科在重庆的重要布
局，我们要打造芯片技术领域世界领
先的研究院和世界一流创新型领军企
业，成为‘强芯固基’主力军、产业基础
发展中坚力量。”电科芯片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颖表示，如今，电科芯片布局
了特种芯片、先进计算、5G通信、汽车
电子、智慧文博、智能传感六大产业板
块，加快提升集成电路科技创新策源
功能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推动集
成电路产业集群发展。

历史渊源
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

电路芯片出自重庆

中国电科与重庆的故事，可以追
溯到上世纪60年代。

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

一大批正值芳华的青年，从天南海北
汇聚到西南，投身到热火朝天的“三线
建设”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解放军14院
24所、26所、44所（现中国电科24所、
26所、44所）在永川扎下了根。

1993年，这3家研究所从永川搬
迁至南坪。之后，中国电科整合集团
公司在重庆地区24所、26所、44所及
绵阳地区9所资源，于2007年组建中
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并
将公司总部搬迁至西永，从事微电子、
微声/惯性器件、光电子、磁电子及其
微系统的科研生产。

为进一步推动集成电路与核心元
器件攻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2022年9月，中国电科又整合下属24
所、26所、44所、58所四家国家I类研
究所研发资源，正式成立中国电科芯
片技术研究院。由此，中电科技集团
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也更名为中电科
芯片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与研究院
一体化运行。

“重庆是国内发展集成电路产业
最早的城市之一。”电科芯片高级专
家谭开洲感慨地说，也许很多人不知
道，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
就出自电科芯片，模拟集成电路国家

级重点实验室也依托电科芯片而建
立。

刻蚀工艺是芯片制造的关键技术
之一。在一颗小小的芯片上进行刻蚀
有多难？有人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相
当于在普通人的头发丝上盖一栋百层
高楼。

在国内没有相关技术和数据参考
的情况下，电科芯片研究团队反复分
析、研究和试验，实现了特色模拟集成
电路工艺的自主突破，有力支撑了我
国集成电路领域科技自立自强。

“从‘三线建设’的三大所成长为
中国电科第一个子集团，从永川到南
坪、再到西永，50多年来，时代在变
迁，办公地几经搬迁，但电科芯片一直
与重庆共成长。”谭开洲说。

重大突破
自主品牌智能汽车的

“眼睛”用上“重庆芯”

激光雷达被称作汽车自动驾驶的
“眼睛”，具有强大的信息感知和处理
能力，能帮助智能汽车“观察”周围环
境，让汽车“大脑”能够更好地规划行
驶路线。

激光雷达是通过发射和接收激光

线束的方式进行工作，电科芯片研发
出的硅雪崩光电二极管，就是用于接
收激光线束的核心元器件。

“激光雷达有单线、多线之分。目
前在自动驾驶领域应用较广的多线激
光雷达，顾名思义，具有多个激光发射
器和接收器，可以同时发射和接收多
条激光线束。”电科芯片固体图像部专
家曾武贤说，激光线束越多，汽车在

“观察”时就会越清晰。
他介绍，用在激光接收器上的硅

雪崩光电二极管，是光电倍增器的一
种。简单地说，这就像是一个超级放
大镜，哪怕是微弱光，甚至单光子都难
逃它的“法眼”。

硅雪崩光电二极管具有体积小、
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功耗低和抗电
磁干扰等优点。不过，长期以来，其量
产制备技术被国外巨头掌握，且价格
十分高昂。

电科芯片从2011年便开始了硅
雪崩光电二极管的国产化量产制备研
究。

“硅雪崩光电二极管的量产制备
对材料、设计和加工工艺要求极高，当
时没有技术经验可借鉴，没有文献资
料可查阅，什么都得靠我们自己。”曾
武贤回忆道。

没有现成的实验条件，就自己搭
建科研平台；为了突破关键工艺，团队
成员全国各地到处跑，一连跑了五六
家研究所……一年之后，他们就研发
出国产化硅雪崩光电二极管，并于
2015年实现量产。

之后便是把硅雪崩光电二极管封
装成芯片。目前，电科芯片这一芯片
产品的年产能达到5000万颗以上，在
成功实现国产化量产制备的同时，大
幅降低了产品价格。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激光
雷达的作用愈发重要，业界甚至认为
它决定了自动驾驶进化的水平。为
此，电科芯片与国内多家激光雷达厂
商进行合作，让自主品牌智能汽车的

“眼睛”用上了“重庆芯”。
得益于在传感领域完备的技术、

工艺和产品线，目前，电科芯片已获
批牵头组建重庆市先进感知产业创
新中心。

“我们将进一步构建高效协作创
新体系，聚焦特种电子、汽车电子、医
疗电子、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五大领
域，服务和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
快融合创新和产业应用，推动先进感
知产业集聚发展。”中电科先进感知创
新中心主任杨靖表示。

自主创新
让普通手机能直接给北

斗卫星发短报文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经历了艰
难的“三步走”过程。在这过程中，电
科芯片深度参与了北斗二号、北斗三
号系统多款射频芯片产品的研发，总
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
北斗系统实现“天上好用，地上用好”。

全球首款北斗短报文射频基带一
体化芯片，就是电科芯片联合研发的
产品之一。

一颗芝麻大小的芯片，让普通智
能手机与3.6万公里外的北斗卫星之
间实现了超远距离通信，在无地面通
信网络覆盖的区域，也能救人于危难
之中……2022年7月，这款北斗短报
文射频基带一体化芯片发布，引起广
泛关注。

“短报文是我国北斗系统有别于其
他同类导航系统的‘独门绝技’。”电科
芯片专家李家祎说，在深山、荒原、大
海等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的区域，
人们可以通过短报文终端设备，直接
给北斗卫星发送信息，从而获得救助。

过去，给北斗卫星发送短报文需
要专业的终端设备，由于体积大、价格
昂贵，普通大众难以接受。北斗短报
文芯片这款技术创新产品的面世，让
普通智能手机就能给北斗卫星发送短
报文。

“我们的项目团队承担了其中的
射频模拟IP设计研发、封装测试、应
用支持和批量生产等工作，在系统架
构、电路结构、芯片应用等多方面展开
了两年多的攻关。”李家祎说。

为加快研发进度，项目团队集中
优势资源，采用了多种技术路线并行
实施方式，仅用八九个月就一次流片成
功，完成了芯片的研发、应用验证和量
产，完全采用国产自主可控工艺制造。

如今，支持北斗卫星短报文功能
的智能手机已经上市，进一步推动北
斗卫星从行业应用拓展到大众应用。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更好地服务国家战
略，赋能重庆产业发展。”李家祎表示。

打造芯片技术领域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和领军企业

电科芯片：自主创“芯”推动集成电路产业集群发展


◀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
首席记者 龙帆 实习生 李秀杰/视觉重庆

▲3月2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西永微电园，中国
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在工作中。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