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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七五
”

重大项目
“

系统集成技术的基础研究
”

通过验收

由李志坚教授主持
,

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微电子学所共同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七

五
”

重大研究项 目—
“

系统集成技术的基础研究
”

于 6 月上旬通过验收
。

半导体学科著名专

家王守武先生主持了验收会议
。

参加验收的专家们一致认为 : 该课题组经过三年半时间的努力
,

较出色地完成了原定的任

务和 目标
,

有的内容还有所超出
。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

而且有不少成

果已接近国际前沿水平
。

这项重大基金项 目的完成为我国系统集成技术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

也是我国微电子科学技术逐步跨人国际先进水平行列的良好开端
。

该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

一
、

研制成功一种性能优良的新型硅压力传感器
,

具有独创性
,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硅压

力传感器需要在一层厚约几十微米
,

热应力尽可能小的硅膜上
,

利用半导体工艺制表压敏电

阻
,

传统的硅杯结构先在硅片正面制备电阻
,

然后在抛光的背面刻蚀深孔
,

而该课题发明的新

的硅盒结构将压力腔及硅膜分别制备在相互直接键合的二片硅片上
,

其优点是 : 硅膜尺寸精

确
,

提高了成品率和灵敏度 ;抗热应力特性明显优于传统结构
, .

热稳定性好 ; 克服 了传感器与

I C 集成化的主要障碍
,

不需要双面抛光
,

节约了设备投资
,

实现了全流程大片加工
,

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
,

可使昂贵的压力传感器成本大幅度降低
,

其性能属于国际前沿水平
。

二
、

研制出以专用集成电路为单片的 N W O S 电路
,

电路技术上采用开关电容压控振荡

器
,

将电阻敏感元件获得的物理量转移为电压后 以脉宽一定的频率信号输出
,

他们生产的

C T 7OZ 集成电路片 已用于我国新型集成电子探空仪 T C一 1型的核心电路
。

1989 年 8 月我国

参加了由世界气象组织 (WM O )安排的对比施放
,

获得参加国美
、

英
、

苏
、

芬兰等气象专家们的

重视
,

其实测结果令人满意
。

比赛成绩优异
,

获得第二名
。

三
、

完成了肌电假肢控制电路的专用集成系统 EM P 90 1 的研制工作
,

EM P 90 1在肌电假

肢方面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

可以预测将会有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该电路完全采用正向设

计
,

对微小的肌电信号进行放大和检测
,

特别在抑制共模信号干扰和 50 固滤波方面采取了特

殊的措施
。

由于集成化
,

使整个假肢控制电路体积小
、

功耗低
、

性能好
、

大大方便了残疾人使

用
。

这类集成化电路在国际上尚未见报道
,

属国际前沿水平
。

该项 目已通过国家教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
。

四
、

该课题组开创性地提出了一种由 C M O S 工艺实现的电流多值逻辑
,

大大增强了数据

处理能力
,

并在此基础上初步研制成功了 8 位乘法器和用于二 自由度机械手的模糊决策处理

器
,

这项成果亦属国际前沿水平
。

验收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本项 目在研究工作中有计划地培养年轻科技人员的做法
,

在 3

年多的时间里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
,

其中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2 名
,

博士生 7 名
,

硕士生 9 名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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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专著一册
,

有 8 篇论文在国际性学术会议上宣读
,

有 巧 篇论文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报告
,

在国内
、

夕敞心刊物上发表文章 12 篇
。

验收组专家高度评价了该课题组几年来团结一致
、

勤奋努力
、

刻苦严谨的工作作风
。

验收组专家经过认真讨论和审议
,

一致同意给予该项 目
“

优秀
”

等级的综合评价
。

(信息科学部 孟太生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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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七五
”

重大项目结硕果

—
“

天然产物研究
”

通过专家验收

由中科院学部委员
,

中科院感光所蒋丽金教授为组长
,

有 9 位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
“

七五
”

重大项 目—
“

我国独特的丰产的若干天然产物的研究
”

验收组于今年 3 月上

旬在上海认真细致地审阅了项 目承担单位 :北京大学
、

中山大学
、

兰州大学
、

复旦大学
、

云南大

学
、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

广州化学所
、

大连化物所
、

上海医工院
、

轻工业部香料工业科研所 10 个

单位项 目承担者所提供的研究工作书面总结
,

听取了项目主持人中科院学部委员
,

北京大学邢

其毅教授所作的研究工作总结和 14 个课题负责人的科研工作总结
,

审查了他们的论文和成

果
,

经过认真讨论和评议
,

一致认为 :

(一 ) 该项 目原订计划中的主要内容是 : ( 1 ) 25 种海洋生物和 1 7一27 种药用植物的化学

成分研究 ; ( 2) 竹红菌素
、

柳珊瑚酸等天然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 ( 3) 松脂 中菇类化合物 的选择性

氧化
:
环化

、

加成
、

重排异构等反应的研究
。

经过 10 个单位 170 位科技人员 4 年多时间艰苦努

办的工作
,

实际已完成 30 种海洋生物和 47 种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的研究
。

研究了一批化合

物的生理活性
,

完成了带有相应基因的竹红菌素母核的合成方法的研究以及其它天然化合物

合成中的反应研究
,

完成了松脂中菇类化合物在各种催化体系及各种反应条件下的选择性氧

化
、

环化
、

聚合
、

加成
、

官能化
、

重排异构等反应的研究
。

已经超额完成了本项 目计划研究的内

容
,

达到了预期目标
,

其中有些内容 已超出预订目标
。

(二 ) 四年多来
,

该项目在海洋生物和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研究中分离鉴定了 152 个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