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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毫米波CMOS芯片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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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由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尤肖虎教授、赵涤燹教授牵头，联合成都天锐星通科技有限公司、网络通信与

安全紫金山实验室等单位完成的“Ka频段CMOS相控阵芯片与大规模集成阵列天线技术”项目成果通过了中国电子学会组织的现

场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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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工程院邬贺铨院士、陈左宁院士、李国杰院士、吕跃广院士、丁文华院士以及来自中国移动、信通院、华为、中

兴、大唐电信和国内5所高校的共15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对该项成果进行了现场鉴定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该项

目解决了硅基CMOS毫米波Ka频段相控阵芯片和天线走向大规模推广应用的核心技术瓶颈问题，成功研制了Ka频段CMOS相控

阵芯片，并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毫米波大规模集成阵列天线低成本解决方案，多项关键技术属首创；在硅基CMOS毫米波技术

路线取得重大突破，在大规模相控阵天线集成度方面国际领先；成果在5G/6G毫米波和宽带卫星通信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

景，在该领域“卡脖子”技术上取得关键突破，已在相关应用部门得以成功推广应用。

目前，用于射频芯片的40nm和28nm CMOS工艺特征频率已经超过250GHz，在理论上完全可以满足毫米波应用需求。毫

米波硅基CMOS集成电路技术的突破，将带来无线通信行业的一次变革，解决相控阵系统“不是不想用，只是用不起”的问题，

把毫米波芯片及大规模相控阵变成来一种极低成本的易耗品。相比锗硅工艺和化合物半导体工艺，CMOS工艺在成本、集成度

和成品率上具有巨大优势，但其输出功率相对较低，器件本身寄生效应较大。项目组经过长达6年的技术探索与创新，克服了

毫米波CMOS芯片技术的固有瓶颈问题，所研制的芯片噪声系数为3dB，发射通道效率达到15%，无需校准便可实现精确幅相

调控；基于大规模相控阵的波束成形能力，克服了毫米波CMOS芯片输出功率受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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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我国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引入5G毫米波技术。项目团队研制成功的5G毫米波芯片及可拼接式大规模相控阵，频率

覆盖范围24.25 - 27.5 GHz，符合3GPP 5G NR标准协议定义的400MHz/64-QAM调制信号传输格式，将为我国5G毫米波产业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据介绍，宽带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将极大地扩展现有地面移动通信系统的覆盖范围，是未来移动互联网络的主要发展方向之

一，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焦点。本次鉴定会现场所演示的4096T/4096R宽带卫星大规模相控阵是目前世界上集成度最高、

规模最大的基于CMOS工艺的相控阵,与中星16高轨卫星互连，传输速率接近现有4G移动通信系统水平。所研发的低成本解决

方案已在车载、舰船和飞行器等“动中通”中得以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