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分立器件
带动形成半导体重要分支产业

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也
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
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我市作
为国内重要半导体分立器件
生产基地，现有 1 处省级电子
信息产业园、规模以上半导体
及相关制造业企业 11 家，初步
形成了以阳信县为主要产业
集聚区，以长威电子、泰锐电
子等4家企业为龙头，9家专业
厂家为骨干，年产能 120 亿支
半导体分立器件的产业集群。

半导体产业是我国支柱
产业之一，按照结构功能划分
为集成电路、分立器件、光电
子器件与传感器四大类。其
中，半导体分立器件（泛指二
极管、晶体管、场效应管、电容
器、电阻器和电感器等）行业
作为半导体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主要用于各类电子设备
的整流、稳压、开关、放大等，
在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

工业及自动控制、网络通讯等
众多国民经济领域均有广泛
应用。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
中国高端电子生产基地建设，
推动企业向汽车电子、高压硅
堆、芯片研发制造等领域迈
进，半导体分立器件产业规模
迅速壮大，已形成明显的区域
特色、规模优势和聚集效应。

精准产业定位，深挖潜能优
势。聚焦半导体行业细分领
域，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基础和
资源禀赋条件，着力打造特色
鲜明、差别竞争、优势明显的
产业发展布局。长威电子锚
定高端汽车电子市场，投资 4
亿元建设年产 60 亿支车用高
端半导体分立器件项目。铭

泰电气高压硅堆产品占国内
市场40%以上，成为格力、美的
等家电巨头主要供货商。拓
宽合作渠道，提升开放能级。
积极顺应全球产业链加速重
构趋势，聚焦融通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推动与国内外知名企
业务实合作、深度对接，拓宽
产业合作圈，形成更加紧密的
产业链供应链联系。长威电
子与德国博世集团、大陆集
团、法国法雷奥等汽车配件制
造商开展深度合作，60% 的高
端器件跻身奔驰、宝马、奥迪
汽车市场。聚力产品创新，顺
应低碳趋势。始终坚持绿色
低碳导向，明确技术创新方
向、强化关键技术攻关、鼓励
低碳产品应用，技术创新主体
活力不断释放，半导体分立器
件产业链价值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不断提升。金鑫电
子创新建设 60 亿支肖特基片
式低能耗元器件项目，整个项

目流程周期短、无污染，产品
具备低功耗、超高速、更节能
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电
池、笔记本电脑、手机、环保型
电动车等领域。深耕细分领
域，加速产业突围。坚持以技
术创新为驱动，着力打造一批
专注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
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技术
的企业，持续带动半导体产业
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提升。
泰锐科技锚定塑封高压硅堆、
特种高压硅堆等细分领域研
发创新，自主研发 6 条高压硅
堆生产线，实现生产各类高压
硅堆器件 6000 万支/月，产能
位居国内第一。卓越特芯（阳
信）科技推动建设 3 条半导体
芯片划片膜生产线，项目投产
后预计年产 4.8 亿元产值，并
将打破该类产品被日本公司
基本垄断现状（日本公司相关
产品高端占有量达70%）。

           （科普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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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取得全固态锂电池研究新突破
长期以来，“安全焦虑”

和“续航焦虑”是阻碍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两个难题。如何
超 越 液 态 锂 离 子 电 池 的 局
限，实现电池技术的高安全
性和高能量密度？全固态锂
电池有望成为解决这一问题
的答案。

然而，电极材料与固态
电解质的界面稳定性一直是
固态电池发展的瓶颈。层状
氧化物正极与固态电解质的
界面具有不稳定性，这会诱
发正极材料结构退化，从而
造成全固态锂电池的性能急
剧衰减。因此，深入认识固
态电池中的界面结构演化机
制对于高性能全固态电池材
料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
究中心王春阳研究员与加州
大学尔湾分校忻获麟教授团
队发展了人工智能辅助的透
射电子显微镜技术，在全固

态电池稳定性机理研究方面
取得了重要进展。该研究成
果以“全固态电池中层状正
极化学应力失效的原子尺度
起源”为题发表于《美国化学
会志》。

团队揭示了全固态电池

中的层状氧化物正极材料的
原子尺度结构退化路径，发
现了与液态电池中完全不同
的 演 化 机 制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全固态电池中层状氧化
物正极材料中晶格失氧、滑
移、碎化共同诱发了层状氧

化物的结构退化和失效。
这是全固态锂电池稳定

性机制首次在层状氧化物正
极材料中被观察到。它拓展
了层状氧化物正极的相变理
论，有望为全固态电池的正
极与电解质界面优化设计提
供重要理论支撑。

据介绍，透射电子显微
镜是当今物质科学研究中最
强大的材料表征仪器之一。
在透射电子显微成像中引入
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实现对
原子尺度的晶体结构、缺陷、
界面等复杂结构的高精度成
像和智能化解析，从而显著
提高实验效率、加深对材料
本质的认识、加速科学发展
进程，将在材料基础研究和
新材料研发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人工智能与先进透射电
镜表征技术的结合，为科学
家更深入地认识材料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强大手段，已逐
渐成为材料电子显微学发展

的重要方向。近年来，王春
阳致力于利用先进透射电子
显微学技术解决电池材料中
的核心科学问题，在该领域
作出了突出的研究贡献，先
后荣获美国电子显微学会博
后学者奖，并入选《麻省理工
科技评论》杂志“35 岁以下科
技创新35人”中国区榜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先进表征技术将与
其进一步交叉融合。“我将带
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
研究队伍，继续发挥中科院
金属所在电子显微学与材料
研究方面的优势，围绕全固
态锂电池材料结构-性能关
系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基
础研究。”王春阳说道。

未来，“先进表征技术驱
动的材料研发”有望成为新
的科学研究范式，为推动全
球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纳米
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科普滨州）

■图为界面电化学反应诱导的层状氧化物表面“晶格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