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 006481



△办公大楼

‘端!￡。_

△研究所大门



△前任所长困同志 △前任副所长王绍芬同志

‘圃包适 《

防现任所长莫庆时
同志(左一)与班

子成员在研究
工作。

q前任所长黎木泉同志I右二

与班子成员在研究工作。

q前任所长曾欣然同志

(右二)与班子成员在
现场研究工作。

_，





V领导与大家同乐。

△共青团活动

■■I
△春游

————．J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职工住宅

V所内一景

△实验大楼



明

职



鲁篇囊：■”走五”■毫l嚣
t薹●■囊l●．■予l毒，

受，烹’毫j⋯：’o

。囱纛一J●-_

q探测器级硅、锗单晶的研究获四个部委

联合表彰及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

晶
获

公



p4”单晶硅抛光片获全国首届“火炬杯”

高新技术优秀产品奖。

歹掌舞?参一I-“、≮
2 ··’≯l，在曹Ill
； “火炬杯”离扣控术产品 -

i 晨评会靛评知、，。，，羹．j
Y ‘

， _¨{●。_rl_-}¨ 、

} ．茹踹嚣篇 t

数一曲妇俨警：—盘



■r，0卜r!‘__k
7|r

rr一_r，r-r{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目 录

概况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研究所的沿革

研究所现况

第二章 发展简史昂一早 及厥I司戈
第一节 艰苦创业
第二节 重点攻关

。第三节 改革开放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一节 行政机构

第二节 党群机构和党的基层组织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六章

职工队伍与职工福利
人员结构

人员培训

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名单

职工福利

科研工作与开发经营

主要研究领域及其特色

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一

学术活动

开发经营

大事记

附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辑领导小组：

组长：莫庆时

副组长：彭林江、刘后凡、黎木泉

顾问：匿捆、王绍芬、曾欣然。
编辑组工作人员：黎木泉、李继文



第一章 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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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原名广东省661研究所，于1966年4月批准建立，为省属科研事业单

第一节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东莞庄，在天河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占地面积2
万5千平方米。距市中心约4公里；距白云机场约8公里；距广州火车东站约3公里；距广深、广珠

高速公路及新环城高速公路出入121约2公里。所大门东侧30米是27路公共汽车总站。直通中山

五路。所的东面是珠江电信设备有限公司、市无线电技术学校，东南面是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南面是机电部第五研究所，西面是广州军区后勤部军事医学研究所。所内分科研工作区和生

活区，绿树成荫，环境幽雅。是一个理想的科研园地。

(一)所的组建

第二节研究所的沿革

为建立新兴工业，1966年2月至3月，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田夫同志亲自率领广东工业团赴北

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半导体和稀土的科研、生产及应用，回来后，委托省经济委员会和省公安厅筹

建半导体和稀土研究机构，同年4月正式批准成立广东省661研究所，所址设在广州黄埔横沙广东
油泵油咀厂(旧址)。

1966年4月省公安厅决定以其原属下的“0九”研究所和华南化工厂为基础筹建661研究所

(曾在这两个单位从事半导体技术和稀土技术的干部全部调到661研究所开展工作)，6月广东省

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661研究所为省的事业单位，9月任命661所所长、副所长。

(二)所的迁建

60年代中期，我国半导体材料硅多晶的制备主要是采用四氯化硅或三氯氢硅的氢还原法，质
量不能满足高阻硅单品的要求。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工程急需的探测器级高阻硅单晶只能依靠国外

进口。价格昂贵。还受到种种限制．为了制取高纯度的硅材料，国内不少半导体硅材料科研单位都在

寻找新工艺。我所采用了硅烷法制取高纯硅多晶的新工艺，由于旧所址环境及实验室条件差．不能

满足工艺技术要求。在省领导的关怀下，1967年12月批准661所(半导体部分)迁建在广州市郊鲤

鱼岗(即现所址)．1968年破土动工，1969年底开始搬迁，1970年上半年完成搬迁工作。

(三)、归属变更

1970年4月省661研究所易名“珠江冶炼厂”，把半导体材料研究部分作为珠江冶炼厂的一个

部门，财务独立核算。1972年3月省工业战线批准：。半导体部分恢复为广东省661研究所，建制

划为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广州分院领导，财务仍单独核算”。

1973年5月广东省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广东省661研究所易名为“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

所”，人员编制200人，属广东省冶金工业局领导。
，1973年12月广州军区后勤部生产部与冶金工业局协商．由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接收广州

军区后勤材料厂，于1974年4月正式交接，所实行两块牌子(即半导体材料厂和半导体材料研究
所)，一套班子。

1980年10月省冶金工业厅决定将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分开，成立广东省有色金属加工厂

和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1983年3月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广州
公司代管。

第三节研究所现况

1995年底全所职工212人。科技人员占46．5％，其中高级职称34人，中级职称27人，拥有半

·———2·---



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物理、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科技情报等专业人才，形成应用研究和

科技开发的科技队伍，具备多学科综合技术攻关力量。

全所现设7个职能部门：所办公室、人事保卫科、财务科、科技科、生产科、质计科、行政科。下
设的科研、开发经营部门有：第一研究室，原主要从事硅烷低温精馏制取超纯硅多晶及高纯硅烷气

研究，现主要研究水处理技术和承接水处理工程；第二研究室。主要从事研制军工用的探测器级高

阻硅单晶片和生产民用的功率级硅单晶片；第三研究室，主要从事半导体材料物理性能检测方法和
仪器研究；省半导体材料电阻率计量检定站；洁净技术开发中心；机电厂；科利电子厂。

此外，还与港商合资开办了“广州半岛水处理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广东鸿运电镀技术有限公

司”。以及与凡口铅锌矿合办硅电力变流元件厂。

全所占地面积2万5千平方米。建有实验楼和实验厂房6座。工厂厂房2座，简易厂房3座，

车库、仓库、变电室各一个，占地面积4461平方米，建筑面积7643平方米。

全所拥有固定资产852．8万元，其中仪器，设备689．1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研究所归属示意图

1966年4月

1970年4月

1972年3月

1973年5月

1966年4月一1966年12月

1967年1月一1968年12月

1968年12月一196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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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一1970年4月

1970年4月一1970年11月

1970年12月一1972年3月

1972年3月一1973年5月

1973年5月一1983年3月

1983年3月一1995年

l广东省冶金工业局 I

I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广东分院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广州公司
广东省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说明：图中“一”表示所指单位为上级主管机关或代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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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展简史



所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966年m1974年为建所初期创业阶段；1975--1984年为攻

关发展阶段；1985--1995年为科技体制改革阶段。

第一节艰苦创业

在1966年建所初期，六六一研究所分稀土和半导体两个部分，当时半导体组只有七位同志，困

难重重。主要表现在：资金不足、没有厂房、没有自来水；交通不便，需要步行45分钟才有公共汽车

站；环境卫生条件差，杂草丛生。在这些困难面前，负责筹建“半导体”部份的同志遵照上级“因陋就

简土法上马”的指示精神，以科学的态度，不畏艰难，奋力拼搏。他们兵分两路，三位同志赴浙江、上

海学习“冰醋酸”法工艺技术；其它同志利用原油泵油咀厂一间残破的房子，自己动手填平、粉刷、油

漆。砌实验工作平台，以此作硅烷热分解工艺研究的小型试验场地。外出学习的同志回所后，他们

共同设计、加工、安装非标试验设备。全部设备、原材料没有汽车运，是靠他们用人力平板车和自行

车从市内一车一车拉回所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拓了硅烷分解工艺的小型试验，首先采用

“冰醋酸”法发生硅烷，经数次试验，成本太高，为解决这个问题，在查阅了有限的国外技术资料后，

决定采用。盐酸法”发生硅烷．又经数次试验后，设备受腐蚀严重。为了寻求更佳的工艺，又查阅了

西德和日本的技术资料文献，毅然采用“液氨法”发生硅烷，经反复试验。取得成功。这是国内首创

的硅烷发生工艺技术，一九六六年底分解出首根硅多晶棒。初步结果表明：硅烷法具有分解效率

高，除硼效果好，以及设备污染少等优点。经过八个月的努力，试验中较好地解决了安全操作问题，

为硅烷法从小型试验转入中间试验摸索了一系列技术数据和经验，受到省政府、冶金部、国家科委

的赞扬和重视。冶金部于一九六七年·月下文，要求我所为新建的半导体硅厂提供设计数据，国家

科委批准硅烷法列入中间试验项目，同年四月，省重工业厅正式批准在661研究所进行硅烷法制取

高纯硅的研究，省和部同时为这个项目拨了中间试验经费。 ．．

一九六七年初提出硅烷法扩大试验方案，上级部门给予人、财、物的全面支持。一方面从高等

院校毕业生中选择人才，另一方面从省内外陆续调进半导体、机械、电子、冶金等专业配套的科技人

员。冶金部指令北京有色冶金设计总院承担设计任务，设计院立即选派设计工作组到所，深入实验

现场，参加各工序实验。在院、所职工的共同努力下，设计安装了包括硅烷发生、吸附、液化、低温精

馏、热分解等一整套硅烷法制取超纯硅多晶的中间试验设备，于一九六八年投入运行。同年一月，

广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广东省重工业厅联合发出通知，组织661研究所、华南工学院、中山大学、

广东省科委计量局、广州半导体材料厂等单位，对硅烷法制取超纯硅多晶中间试验进行大协作、大

会战。各个协作单位分关把守，群策群力，试验中不断革新设备和工艺，解决了低温下阀门垫圈的

密封性能等诸多技术难题，于一九六八年底试制出质量较好的硅多晶。同时，紧锣密鼓地进行燕子

岗新所址的基建工作。燕子岗是一块丘陵地，是乱葬岗，墓地层层迭迭。从迁坟开始。工作极其艰

辛，清点尸骨者几天都吃不下饭，大花蚊、小黑蚊轮番出动，咬得筹建的同志个个满身疙瘩。经近两

年的奋斗，建起了二座实验室，一个车间，一个饭堂，一座办公楼，两栋简易职工宿舍。一九六九年

底开始搬迁，一九七0年下半年恢复硅烷低温精馏制取超纯硅多晶的中间试验。省科委领导率领

十一人小组到所组织攻关，他们吃住在所，和一室的同志一道进行试验，历时六个多月，先后解决了

硅烷连续发生、发生除氨、精馏条件稳定控制、热分解炉改造等技术难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661研究所划归广东省有色金属分院领导，分院的半导体专业人才全部来

所，进一步加强了技术力量。到一九七四年，在硅单晶方面，购置了容量为500克和1000克的直

拉硅单品炉各一台，外热式区熔炉一台(后淘汰)和内热式区熔炉二台及辅助设施，对硅烷法试制的

硅多晶进行检验和拉制硅单晶，试产了部份产品；在半导体材料物理性能测试方面，建立了四大参

数检测仪器和着手研制精密四探针头，并完成了国家计委下达的“两广硅单晶复检收储”任务；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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