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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导体科学学科
申请概况分析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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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W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半导体学科组受理的面上项目申请数较
!$$S

年增长近
Q%i9

本文简介了

具体的申请与资助概况!分析了半导体学科受理申请的近期动态!介绍学科拟采取的对策!并附
!$$W

年半导体学

科批准资助的面上项目及重点项目!供广大科研人员参考
9

关键词!自然科学基金&半导体科学

!!

半导体学科组
!$$W

"

!$$S

#年度共收到面上申

请项目
SQR

"

###

#项"增长了
QWbRi

#!其中自由申请

基金项目
PWQ

"

PPW

#项"增长了
%b#i

#!青年基金项

目
QS$

"

Q$P

#项"增长了
#SbWi

#!地区申请
"

"

S

#项

"增长了
W$i

#

9

占面上项目主体的自由申请仅较

!$$S

年增长了
%b#i

!似乎预示着本学科的基金申

请在逐步接近饱和!而我们更希望的是继
!$$S

年申

请项目数大增后的一种短暂调整!青年基金的大幅

增长又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地区基金一直

未能形成规模!只是随机涨落
9

整个学科的年增长率

与整个科学处的年增长率
QR9%i

有较大距离
9

半导体科学各主要分支领域中!半导体材料

Q$%

项"

!$$S

年
R$

项#!增长
Q"bRi

!微电子学
Q%W

项"

!$$S

年
QPQ

项#!增长
P#b#i

!半导体光电子学

Q$%

项"

!$$S

年
RR

项#!增长
"bQi

!半导体其它器

件
%P

项"

!$$S

年
WQ

项#!增长
QRb%i

!半导体物理

SS

项"

!$$S

年
W$

项#!减少
"bPi9

微电子学申请项

目数和增长率高居榜首&半导体材料与半导体光电

子学申请项目数居于次席!但半导体材料保持了正

常的增长率!而半导体光电子学增长率明显偏低&半

导体其它器件与半导体物理申请项目数明显偏少!

不过半导体其它器件增长率尚可!而半导体物理出

现了申请项目数减少的现象!这对半导体科学的发

展构成了严重的隐忧!将影响半导体科学的持续发

展!半导体其它器件项目数偏少也将影响半导体科

学应用范围的不断拓展!今后几年!我们将加强调控

措施对这两个分支领域予以适当倾斜
9

经过评审!资助面上项目
R#

项!其中自由探索

项目
WS

项!青年基金
!%

项!地区基金
!

项&面上项

目各分支领域获资助情况如下$半导体材料
QP

项

"

!$$S

年
!#

项#!微电子学
PS

项"

!$$S

年
!W

项#!半

导体光电子学
!$

项"

!$$S

年
Q#

项#!半导体其它器

件
QP

项"

!$$S

年
QP

项#!半导体物理
QW

项"

!$$S

年

QW

项#

9

从申请和资助的情况看!仍然存在前两年的

问题'

Q

(

!即在半导体材料方面!低维纳米结构材料和

宽禁带半导体薄膜材料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有机)无

机复合材料的研究不断扩展!而纳米结构的精细测

试分析.宽禁带薄膜材料的深层次科学问题和相关

衬底材料的研究应予加强&在微电子学方面!片上系

统"

+7&

#与低功耗技术成为学科的前沿热点!但片

上网络"

)7&

#.系统封装技术.纳米级工艺下的可制

造性和成品率问题.针对纳米级器件"包括自下而上

的纳米器件#的设计和体系结构研究亟待加强&在半

导体光电子学方面!光电集成器件.面向平板显示和

照明的发光器件是近年的热点领域!但对基于光子

晶体和亚波长微结构的新型光子器件研究.光电子

器件的测试和封装研究.廉价高效光伏器件研究的

支持明显需要加强&在半导体其它器件方面!各种半

导体传感器是近年来的热点!但真正意义上的.较复

杂的微纳光机电系统研究较少!高温.高频.高功率

的功率集成器件和射频集成器件研究需要加强!面

向人类健康和医学应用的微纳传感系统和芯片是需

要进一步加强鼓励的研究方向&在半导体物理方面!

低维量子结构和自旋器件是研究的热点!有关太赫

兹器件.面向集成电路的小尺寸器件.宽禁带半导体

电子器件和光电器件的器件物理研究应该受到大家

的重视
9

以上问题希望广大科研人员在申请和评议

项目时能够予以关注!力争在
!$$%

年能有所改变
9

虽然
!$$S

年半导体学科面上项目申请数较

!$$#

年增长近
#Si

!但
!$$W

年增长仅为
Q%i

!未

能超过基金委的平均增长率!而且其绝对值尚偏低!

单就申请项目数来讲!半导体学科在基金委属于小

规模的学科'

!

(

!因此形势不容乐观
9

表
Q

列出了

QRR"

年以来!半导体学科各主要分支领域的申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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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数!微电子与光电子是增长较明显的两个领域
9

联

想到微电子和光电子相关产业的良好发展!这种现

象显示了基础研究与产业之间的良好互动作用!体

现了现代基础研究受学科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需求

的+双力驱动,特征
9

表
Q

!

半导体学科各主要分支领域的申请项目数

年份 半导体材料 微电子学
半导体

光电子学

半导体

其它器件

半导体

物理

!$$W Q$% Q%W Q$% %P SS

!$$S R$ QP# RR WQ W$

!$$# %W "% %# PP PS

!$$P %! "Q SQ !R !!

!$$! W! %! SW PP #$

!$$Q PR S% #R !P PQ

!$$$ S% #$ #Q P$ !%

QRRR SR S$ #P P# P$

QRR" W% #W #! #Q S$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半导体学科青年基金的

申请比例有较大增加!

!$$W

年继续保持了高增长势

头!申请项目数增长
#SbWi

!资助项目数增长

!"bWi

!说明不断有新鲜血液补充到研究队伍中来!

学科对青年基金倾斜的政策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也

预示了半导体学科基础研究队伍的前景充满了希

望
9

目前!随着微电子不断逼近其技术极限!大家都

在为后微电子时代做准备!微纳电子学.微纳光子与

光电子学.自旋电子学和量子信息学等的相互交叉

也日趋深入!相关新现象.新材料.新器件的探索日

益增加!光子集成和光电子集成技术也不断发展
9

这

些研究的不断深入.彼此之间的交叉融合!将是今后

几年的发展趋势
9

整个学科正面临寻求新的突破方

向!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
9

从目前学科发展和社会需

求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需要大大加强!以

提高在此领域的整体创新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9

根据研究发展动态和总体布局!在广泛征求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十一五期间!我们将优先资助纳米

器件与技术.宽禁带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太赫兹器

件.量子调控.半导体集成化芯片系统"

+7&

#.光信

息处理与显示技术.先进光子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9

今年将着重鼓励以下领域的研究$纳米尺度
3-+

器件和工艺问题.射频与数模混合集成电路设计.片

上系统和片上网络芯片设计.微纳光机电器件与技

术.传感器技术.低维量子结构材料与器件.宽禁带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自旋电子学和自旋光电子学材

料与器件.有机"聚合物#和有机)无机复合半导体与

光电材料及器件.微纳光子器件等!以及面向健康和

生命科学.交叉学科的信息器件和半导体光子技术

问题
9

根据鼓励源头创新!为科技工作者创造宽松环

境的原则!学科将继续努力确保评审过程中的公平.

公正!使真正具有创新性的项目得到保护!注重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兼顾重点部署与学科

均衡发展!鼓励新兴分支学科领域研究!鼓励跨学

科.跨学部的交叉研究.鼓励有实质性国际合作的研

究
9

继续加大力度!在资助率和资助强度两方面向青

年基金倾斜!以鼓励符合条件的一线青年科研人员

申请青年基金!继续对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优秀项

目予以倾斜资助!促进其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

展作贡献!同时也要对学科发展的薄弱环节予以倾

斜!确保学科均衡发展
9

希望相关领域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提

出更多.更好.更具创新性的项目和建议
9

共同为我

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贡献才智和力量
9

根据研究发展动态和总体布局!在广泛征求专

家意见的基础上!经过评审!学科在
!$$%

年受理下

列领域的重点项目申请"具体内容以指南为准!并请

注意领域名称后的申请代码#

9

"

Q

#高质量氧化锌"

TK-

#体单晶制备的基础研

究 "申请代码$

2$#$Q

#

制备高纯度.低缺陷密度.大尺寸
TK-

体单晶!

研究晶体的生长机理和控制技术!缺陷的形态.结构

及其形成机理!以及对外延薄膜的影响
9

"

!

#纳米工艺下可制造性和成品率驱动的集成

电路设计方法学研究"申请代码$

2$#$!

#

以
WSKJ

以下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的可制造

性设计"

423

#和成品率驱动设计"

42Y

#为研究对

象!研究能够支持设计和工艺双向优化的工艺模型.

基于实测数据的工艺参数偏差模型的成品率分析算

法.精度增强技术及
423

.

42Y

驱动的物理设计等

科学问题
9

"

P

#

XG)

基微电子材料重大基础问题研究 "申

请代码$

2$#$!

#

瞄准高频高温大功率晶体管!研究
XG)

材料相

关的重大基础问题!如
XG)

材料和
08XG)

)

XG)

'*35

结构材料的异质外延生长动力学及其生长

机理.

08XG)

)

XG)

极化效应和
XG)

材料相关物理

特性等!重点开展
+O&

衬底上
08XG)

)

XG)'*35

材料及其新结构材料的研究!并力争获得高性能的

'*35

微波功率器件
9

"

#

#室温连续量子级联激光器核心科学技术研

究 "申请代码$

2$#$P

#

针对量子级联激光器室温连续工作的核心科学

与技术问题!重点研究大功率"瓦级#和低阈值单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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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年半导体科学学科申请概况分析

以及基于新原理.新结构.新方法的量子级联激光器

设计.制备技术!研制可实用化的中远红外量子级联

激光器!并探索其在痕量气体检测中的应用
9

"

S

#新型半导体太阳电池 "申请代码$

2$#$P

#

不限定具体内容
9

表
!

是
!$$W

年半导体学科批准资助的重点项

目!表
P

是获资助的面上项目!供广大科研人员参

考
9

其中部分项目为一年期小额探索项目!部分项目

由科学部主任基金经费支持
9

表
!

!

半导体学科
!$$W

年批准资助重点项目一览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

项目名称
!!!!!!!!

申请单位

W$WPW$Q$

许
!

军
适用于

WSKJ

技术代以后的
&3-+

器件栅工程和沟

道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清华大学

W$WPW$!$

王立军 垂直腔面发射大功率激光器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W$WPW$P$

陈良惠 高功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表
P

!

半导体学科
!$$W

年批准资助面上项目一览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

项目名称
!!!!!!

申请单位 学科代码

W$W$W$$Q

李东升 表面等离子共振增强硅基发光研究 浙江大学
2$#$Q

W$W$W$$!

肖红领 高铟组分
(KXG)

)

(KXG)<[)

结制备及相关物理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Q

W$W$W$$P

罗木昌
P&[+O&

自支撑衬底及其金属氧化物场效应晶体管"

3-+[

2*5A

#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Q

W$W$W$!W

孙士文 采用坩埚上升法生长高质量
&CTK5>

单晶体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2$#$Q

W$W##$$S

高玉竹 截止波长
"[Q!

(

J

的
(K0A+D

单晶的特性研究 同济大学
2$#$Q

W$W%W$$!

桑文斌 籽晶布里奇曼法
&CTK5>

晶体生长及掺杂补偿研究 上海大学
2$#$Q

W$W%W$!W

李爱珍
施主在直接带隙

[

间接带隙
((([6

族多元材料中的凝入行

为与规律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Q

W$W%W$W$

于广辉 纳米多孔
XG)

材料及其作为外延生长衬底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2$#$Q

W$W$W$$#

程文娟
+O&)

薄膜与电极间的高温接触特性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Q

W$W%W$$P

吴惠桢 高迁移率
TK-

基透明薄膜晶体管研究 浙江大学
2$#$Q

W$W%W$$#

周圣明
&

,1O08-

!

晶片上非极性宽禁带半导体薄膜制备及其光电

特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
2$#$Q

W$W%W$$S

成步文 绝缘层上
+OX>

材料的制备及弛豫机理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Q

W$W%W$$W

濮
!

林 温差电低维结构材料制冷器件研制 南京大学
2$#$Q

W$W$W$QP

杜
!

刚 纳米级
3-+2*5

器件中的准弹道输运效应研究 北京大学
2$#$!

W$W$W$Q#

王
!

玮 集成样品预处理过程的微型核酸诊断芯片系统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2$#$!

W$W%W$$Q

贾
!

锐 高迁移率各向异性有机场效应管的设计和制备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

W$W%W$$"

刘
!

明 基于
57

:

[C7\K

的分子存储器的加工工艺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

W$W%W$Q#

李广军 算法级功能可重构的数字硬件体系结构及实现方法研究 电子科技大学
2$#$!

W$W%W$!P

张盛东 新型亚
S$

纳米部分耗尽型
+-(

器件研究 北京大学
2$#$!

W$W%W$#!

张锦文
3*3+

可调滤波器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2$#$!

W$W$W$Q$

丁艳芳 应用于射频电路的
X<+-(

新材料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

W$W$W$QQ

曹兴忠 多孔
87\[̂

薄膜材料的新型表征技术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2$#$!

W$WWW$$Q

张正平 基于
3

L

N!

薄膜的滤波器研究 贵州大学
2$#$!

W$W$W$$S

白雪飞 安全芯片的功耗分析攻击及对策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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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

董
!

刚 基于衬底非均匀温度分布效应的时钟布线优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W$W$W$$%

马昱春 面向时序设计的布图规划算法研究 清华大学
2$#$!

W$W$W$$R

黄煜梅
基于多带

[

正交频分多路的超宽带射频接收电路关键技术

的研究
复旦大学

2$#$!

W$W%W$QP

李文宏
4&

)

4&

电源的数字控制算法和
0+(&

实现研究 复旦大学
2$#$!

W$W%W$QS

周玉梅 能量恢复电路的实用化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

W$W%W$QW

曾献君 动态自适应时钟偏移调整及时钟分布网络优化技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

W$W%W$Q%

夏银水
基于

/>>C[3B88>;

逻辑的低功耗自动逻辑综合和优化技

术
宁波大学

2$#$!

W$W%W$Q"

曾
!

璇
工艺偏差下的大规模互连线电路与非线性电路分析方法

研究
复旦大学

2$#$!

W$W%W$QR

石振华
+-<

系统电源网络完整性设计与分析 武汉大学
2$#$!

W$W%W$!$

王伶俐 量子计算电路的设计和综合 复旦大学
2$#$!

W$W%W$!Q

王春华
新型差分式电流传输器及其构成的电流模式连续时间滤

波器
湖南大学

2$#$!

W$W%W$!!

于
!

民 纳米尺度
&3-+

器件超浅结掺杂工艺
5&04

研究 北京大学
2$#$!

W$W$W$Q!

余国彬 纳米光栅掩模提高分辨力的原理和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2$#$!

W$W%W$!#

杜惊雷 无掩模
+<<

波导干涉光刻研究 四川大学
2$#$!

W$W$W$$"

李华伟 面向串扰的时延测试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2$#$!

W$W$W$QS

汪
!

辉
扩散阻挡层对铜互连内质量输运机制的影响000用户条

件下的晶圆级
上海交通大学

2$#$!

W$W$W$QW

毛凌锋
氢.氧.氮相关缺陷的精细电子结构对下一代

X1+(

电路

性能的影响
苏州大学

2$#$!

W$WWW$$!

杨道国
微电子封装中的界面层裂失效和界面强度可靠性设计方

法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

W$W%W$WQ

罗
!

乐 无铅倒装凸点制备及高密度互连技术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2$#$!

W$W%W$$R

杨银堂 甚低功耗片上网络"

)-&

#系统模型及异步互连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W$W%W$Q$

彭元喜 有界延迟服务片上网络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

W$W%W$QQ

杨
!

军
+-&

存储子系统高层建模与存储器内存布局优化研究 东南大学
2$#$!

W$W%W$Q!

魏少军
基于可重复配置结构的嵌入式

+-&

的软硬件协同设计研

究
清华大学

2$#$!

W$W%W$!S

晏长岭
双反射带型周期性多量子阱光泵浦垂直外腔面发射激光

器研究
长春理工大学

2$#$P

W$W%W$!%

李
!

成
+-(

基高速.窄谱带响应长波长
X>

光电探测器研究 厦门大学
2$#$P

W$W%W$!"

周剑英 半导体微碟光开关研究 浙江大学
2$#$P

W$W%W$!R

吴
!

巨
(K0A

)

(K08

"

XG

#

0A

)

(K<

量子线微腔量子电动力学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P

W$W$W$Q%

谢文法
柔性顶发射白光有机发光器件制备及其薄膜封装技术研

究
吉林大学

2$#$P

W$W$W$Q"

郭睿倩 半导体量子点量子阱)聚合物复合薄膜光电材料与器件 复旦大学
2$#$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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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

王晓平
半导体纳米阵列

[

聚合物)分子复合电致发光器件的设计.

制备.特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P

W$W%W$PQ

李
!

平 采用光激励和光检测的
1*4

芯片非接触检测技术 重庆大学
2$#$P

W$W%W$P!

于彤军
XG)

基异质结构的光学偏振问题及其控制 北京大学
2$#$P

W$W%W$PP

欧谷平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蒽偶联稠化物的合成及其器件的研究 兰州大学
2$#$P

W$W$W$QR

刘
!

宇 半导体可调谐激光器瞬态特性的测试分析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P

W$W%W$P#

宁永强 微透镜集成基横模大功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

理研究所
2$#$P

W$W%W$PS

陈国鹰
QbSS

(

J

高速"

Q$X

#

08XG(K0A

)

(K<

半导体激光器的研制 河北工业大学
2$#$P

W$W%W$PW

孟宪权 非致冷正入射吸收量子点中.远红外探测器 武汉大学
2$#$P

W$W%W$P%

王
!

钢 新型超高速!低噪声雪崩光电二极管"

0<4

#器件的研究 中山大学
2$#$P

W$W%W$P"

毛陆虹
&3-+

工艺兼容前均衡光电集成接收机研究 天津大学
2$#$P

W$W%W$PR

殷景志 非致冷
(K0A

)

XG+D((

型超晶格红外探测器的研制 吉林大学
2$#$P

W$W%W$#$

张宝林
应用于低温热源能量转换的

XG(K0A+D

热光伏器件的材

料与器件研究
吉林大学

2$#$P

W$W%W$$%

林殷茵
基于新型非两端电阻式存储单元结构的相变存储技术研

究
复旦大学

2$#$#

W$W%W$#Q

韩圣浩 有机半导体的自旋注入效率研究 山东大学
2$#$#

W$W%W$#P

廖小平
在线式

3*3+

微波功率传感器设计理论与实现方法的研

究
东南大学

2$#$#

W$W%W$##

温殿忠
纳米硅)单晶硅异质结的

+-(30X[3-+2*5

压磁电效应

研究
黑龙江大学

2$#$#

W$W%W$#S

张海英 微波大功率
XG0A<()

二极管器件模型及关键工艺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

W$W%W$#W

夏
!

洋
(K<'N5

双自对准转移衬底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2$#$#

W$W%W$#%

赖宗声 微波
3*3+

分形共平面可调滤波技术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

W$W%W$#"

杨林安
一种应用于

08XG)

)

XG)

微波功率器件的场板栅结构理

论模型和新工艺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

W$W%W$W!

齐
!

鸣
(K<

基
/54

)

'N5

量子单片微波集成电路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2$#$#

W$W%W$#R

程
!

序 内透明集电区
(XN5

000新一类
(XN5

北京工业大学
2$#$#

W$W%W$S$

龚树萍
高能

a

.伽玛射线探测用高纯
58N;

半导体单晶及其传感

器制备技术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2$#$#

W$W%W$SQ

印寿根 有机极化分子材料电输运)场效应及相关器件性质的探索 天津理工大学
2$#$#

W$W%W$S!

石瑞英
稀磁半导体)半导体界面对载流子自旋注入和输运特性的

影响
四川大学

2$#$#

W$W$W$!$

黄礼胜 纳米尺度相界面结构与
61+

和
6+

生长机制 南京工业大学
2$#$S

W$W%W$SP

庄奕琪 噪声用于半导体自旋信息表征的理论基础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S

W$W%W$S#

孙宝权 低维半导体结构自旋动力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S

W$W%W$WP

邵
!

军 掺杂碲镉汞半导体光学性质的红外调制光谱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2$#$S

W$W##$$#

俞重远 基于应变机制长波长
XG0A

基量子异质结构材料的研究 北京邮电大学
2$#$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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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

黄志高
TK-

基稀磁半导体的材料设计 福建师范大学
2$#$S

W$W%W$SW

熊诗杰
半导体纳米结构中激子和其它粒子的互作用及相关光学

性质研究
南京大学

2$#$S

W$W$W$!Q

邓
!

宁 室温下向半导体内的有效自旋极化注入的研究 清华大学
2$#$S

W$W$W$!!

吕红亮 新型结构的碳化硅
3*+2*5

器件的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S

W$W$W$!P

梅增霞 氧化锌接触特性的研究及其在光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2$#$S

W$W$W$!#

王晓东 内嵌量子点的调制掺杂场效应晶体管的光电特性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S

W$W%W$S%

谢自力 新型快速响应
/&*

紫外探测器的基础研究 南京大学
2$#$S

W$W%W$S"

李斌成 半导体材料特性的光学检测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2$#$S

W$W$W$!S

崔利杰
(K

U

XG

Q[U

0A

"

U

=

$bSP

#量子阱中二维电子气的
/GAFDG

零

磁场自旋分裂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S

W$W$W$!%

郭旭光 太赫兹量子阱光子探测器的蒙特
[

卡洛模拟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
2$#$S

W$W%W$SR

王晓华
+O

衬底上生长的
&C+>

)

TK+>

量子点量子线复合结构的受

激发射性质研究
长春理工大学

2$#$S

!!

注$

2$#$Q

000半导体材料!

2$#$!

000微电子学!

2$#$P

000半导体光电子学!

2$#$#

000半导体其它器件!

2$#$S

000半导体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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