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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计红梅报道］5月5日，英特尔公司宣布，自50多年前硅晶体管发明以来，3-D结构的

晶体管首次问世。该公司推出的三栅极（Tri-Gate）3-D晶体管设计成功实现了22纳米制程技术的突

破，从而推翻了摩尔定律即将走到尽头的判断。 

 

据英特尔技术与制造事业部亚洲区发言人柯必杰介绍，这款3-D三栅极晶体管代表着从2-D平面晶体

管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为摩尔定律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表示，要在22纳米制程时代延续摩尔定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通过采

用3-D结构，英特尔终于在这项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对于22纳米三栅极晶体管的大小，他举了两个形象

的例子：一个针头上就可以容纳超过1亿个22纳米三栅极晶体管；而要想用肉眼看到它，人们必须把一

块芯片放大到比房子还大。 

 

对于这项成果，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摩尔定律的提出者戈登·摩尔的评价是：“在多年的探索中，

我们已经看到晶体管尺寸缩小所面临的极限。今天这种在基本结构层面上的改变，是一种真正革命性的

突破，它能够让摩尔定律以及创新的历史步伐继续保持活力。”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与3-D三栅极晶体管相比，传统“扁平”的2-D平面栅极被从硅基体垂直竖

起的3-D硅鳍状物所代替。鳍状物的每一面都安装了一个栅极，而不是像2-D平面晶体管那样，只在顶部

有一个栅极。更多的控制可以使晶体管在“开”的状态下让尽可能多的电流通过，而在“关”的状态下

尽可能让电流接近零，同时还能在两种状态之间迅速切换。 

 

据悉，与之前的32纳米平面晶体管相比，22纳米3-D三栅极晶体管在低电压下可将性能提高37%，在

相同性能的情况下电量消耗将减少50%，而其造价仅提高2%~3%。 

 

当天，英特尔还向记者展示了全球首个研发代号为Ivy Bridge的22纳米微处理器。这款处理器的适

用范围可小到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式设备，大到台式机、服务器等大型设备。据悉，基于Ivy Bridge

的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将是首批采用3-D三栅极晶体管进行批量生产的芯片。Ivy Bridge预计将在年

底前投入批量生产。 

 

柯必杰还向《科学时报》记者透露，下一步英特尔将着力突破14纳米制程技术，届时，有可能继续

采用3-D结构的设计，也有可能再度进行革命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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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7 12:12:41 匿名 IP:123.67.70.*  

“当天，英特尔还向记者展示了全球首个研发代号为Ivy Bridge的22纳米微处理器。” 

已经做出产品了，有可能Intel解决了什么关键技术。 

［回复］

2011-5-7 11:52:39 匿名 IP:59.64.157.*  

引用：“引用：“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不客气的说，这种3D屁用也没有。根本没有可延续性。” 

很客气的说，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用没有不是靠嘴说的！也不是靠论文证明的。对基于该项技术的Intel的产品，我们拭目以待！ 

［回复］

2011-5-7 10:14:27 匿名 IP:122.224.85.*  

引用：“undefined”这样设计就是把以前的gate和bulk放在一起，加强了开关电压变化的影响程度，丝毫不影

响他们接下来在10nm级别上撞墙。 

［回复］

2011-5-7 7:17:30 匿名 IP:123.150.202.*  

我们很少有这么好的创意，即使有也坚持不下来，没有人相信你的创意是正确的，也得不到资金的支持。相反只

有跟在人家的后面走，人家说有前途，才做。所有重大的原创性成果少只有少，每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往往空

缺，二等奖是许多年许多论文的堆积，根本不是对一个重大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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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6 19:40:53 匿名 IP:210.72.87.*  

抗辐射\抗干扰能力又减弱了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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