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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子技术原理、设计与应用》

内容概要

《微电子技术原理、设计与应用(原书第2版)》详细阐述了微电子技术的原理，并以技术原理与系统案
例为线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特定微电子技术的各个要点和各种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原理。同时，
还分析了特定微电子技术在推动下一代微电子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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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半导体材料　　1.1　引言　　半导体是指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材料。与电
阻材料中的颗粒状结构不同，半导体材料具有晶体结构，其导电性能是通过半导体原子中的复杂量子
力学特性来确定的，这些原子在半导体中是呈周期性排列的。对于很多元素来说，晶体结构使原子的
受束缚电子和自由电子（例如，不受束缚于原子的电子）能级之间产生了一个能带，该能带直接影响
着晶体中与原子相关的电子成为载流子（即自由电子）的机制。半导体的导电性能与载流子的密度成
正比，自由载流子密度的变化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将本征半导体中的很小一部分原子（大约百万分之
一）替换成其他不同类型的原子（即掺杂原子），这样就可以改变自由载流子的密度。多数载流子的
密度与掺入的杂质密度直接相关。通过在晶体中选择性地掺入其他元素，晶体就可以实现不同的导电
性能。另外，载流子密度（自由电子的密度）由掺人的施主杂质决定，而与自由电子相对应空穴的密
度则由掺入的受主杂质决定（在这类半导体中空穴数是自由电子数的两倍）。因此，可以通过掺入杂
质的类型来区分半导体的类型（N型半导体：自由电子密度远远大于空穴密度；P型半导体：空穴密度
远远大于自由电子密度）。　　如果施加合适的电场，半导体中的中间微小区域可以处于一种所有载
流子（电子和空穴）都被电场驱逐的状态，而电场则由裸露的掺杂离子维持。这样，在导电状态（可
变的电阻率）和非导电状态（导电性随着载流子的消失而消失）之间就可以形成一个电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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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微电子技术原理、设计与应用（原书第2版）》讨论了微电子技术中的半导体材料、器件和工
艺应用；详细介绍了IC设计过程VLSI电路。每一章中都介绍了微电子技术领域中部分相关技术的最新
发展；每章中还给出了名词解释、参考文献和给读者的建议；书中所有内容的基础都是半导体器件及
其基本特性。 《微电子技术原理、设计与应用（原书第2版）》可以作为微电子技术、电子技术、电
路、系统、半导体、逻辑电路设计和微处理器等专业人员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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