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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第一次
在国际会议上作
主题演讲，请多多
指 教 ！”11 月 24
日，正在参加2024
国际电子科学与
工 程 会 议 的“90
后”、湖北九峰山
实验室工艺中心
工艺技术专家葛
晓明，发布了一条
朋友圈。

会上，葛晓明
代表九峰山实验
室向来自世界各
地的顶尖专家、学
者们分享了最新
研究成果——高
效、低损伤的氮化
镓（GaN）刻 蚀 技
术。这是葛晓明
和九峰山实验室
诸多青年人科研
生活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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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年龄“段位”
每个人都是项目经理

早晨8时30分，葛晓明疾
步走进办公室，开启了一天的工
作。

沿着九峰山实验室9000平
方米洁净室的外围行走，穿过被
黄光包围的“光刻区”，就是葛晓
明工作的“刻蚀区”。5分钟不
到，葛晓明和同事们便娴熟地换
上无尘服，进入洁净室。

目前，葛晓明主要负责氮化
镓（GaN）和碳化硅（SiC）器件
工艺相关的预研工作和刻蚀新
工艺开发。她所在的技术开发
团队有10位成员，全员博士。
其中，5 位“90 后”，4 位生于
1989年。

“刻蚀就像拿着‘小铲子’在
方寸之间的芯片上‘开槽’。大
家熟悉的硅，由于摩尔定律的原
因，性能已接近天花板，所以我
们会探索其他让人‘瞠目结舌’
的特殊新材料。”葛晓明举例，应
用在电动汽车相关器件上的碳
化硅，耐高温、高压、高频，在这
上面“开挖”不易，精雕细琢的角
度、深度和底部形貌都会直接影
响芯片的性能，稍有偏差就“满
盘皆输”。

做实验只是葛晓明和团队
同事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在九
峰山实验室，每个人都是项目经
理。”洁净室外，葛晓明的手头同
时还有十几个项目在跟进。当
她将身份切换成“项目经理”，团
队中既有“00后”新人，也有经
验丰富、“段位”在她之上的“70
后”高级工程师。

“半导体有几百个环节的工
作要做。这时，我需要整体把握
项目进展、协调资源、解决问
题。”葛晓明说。

一群爱啃硬骨头的
年轻人一起探索

九峰山，武汉城区的最高
峰。2021年，九峰山实验室在
这里“安营扎寨”，一群人就开始

了他们的“登顶”之路。自2023
年3月正式投用以来，这里便不
曾停歇，各种化合物半导体设备
24小时运转。

“探索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
可能性，填补行业空白……九峰
山实验室的愿景和目标太激动
人心了，很适合去学习、去挑
战！”2022年，葛晓明从广东省
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出站”后，直奔心仪已
久的九峰山实验室。

截至目前，九峰山实验室的
全职员工近500人，像葛晓明这
样的科研技术人员占比80%以
上，平均年龄只有30岁出头。
其中，“90后”超七成。

“和一群爱啃硬骨头的年轻
人一起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葛晓明直言，他们在工作中
遇到的很多难题，都无法在文献
报告中找到答案，更没有可参考
借鉴的经验。“越是这种时候，我
们越是兴奋。遇到瓶颈也会抗
拒，但总会逼自己一把。”

“太爱这里的工作氛围！同
事之间没有上下级之分，大家能
平等、自由地讨论问题。我常跟
专业领域不同的同事聊天，打开
思路。”葛晓明说。

“2009 年刚上大学的时
候，半导体相关专业不太火，
家里的亲戚完全不懂我在学什
么……现在，七大姑八大姨甚
至出租车司机，都能跟我聊上
几句。”在葛晓明看来，三百六
十行，行行都重要，只是在不同
时代，不同行业需要阶段性地

“冲在前面”。
“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迅

速，就连普通人都关注着、期盼
着新突破。能加入这一事业，我
感到责无旁贷。”葛晓明感叹，像
九峰山实验室这样的平台不多，
不少做前沿理论研究的高校、提
前布局的企业都是他们的客户，
许多知名高校也都和实验室有
合作，加班是常态。

去年8月，在葛晓明和伙伴
们的合力攻关下，九峰山实验室
6寸碳化硅中试线全面通线，首
批沟槽型MOSFET器件晶圆

下线，成为国内首家具有完全自
主碳化硅沟槽MOSFET结构
知识产权的单位。

一年来，“订单”不断，实验
室已经为多家企业和高校提供
碳化硅外延、工艺流程、测试等
技术服务。“研用融合，这是一场
创新成果与产业的‘双向奔
赴’！”葛晓明兴奋地说。

自投用以来，九峰山实验室
已经吸引了近30家半导体链条
企业比邻而居，一个未来产业生
态正在加速成型。

为了更好地“冲锋陷阵”，葛
晓明通过不断学习，“冲破脑子
里的枷锁，无限生长”。工作仅
两年，她已成功牵头申请多项专
利。目前，葛晓明所在的团队，
已经系统性解决了一直困扰业
界的沟槽型碳化硅 MOSFET
的多项工艺难题。

每天挑战一件
让你“痛苦”的事

1.001^365=1.44
0.999^365=0.69
葛晓明用这两个公式来定

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她
解释：“如果每天进步千分之一，
一年下来就收获了 1.44 个自
己；每天退步千分之一，就只剩

0.69个自己了。”
怎样做到每天进步一点

点？面对记者发问，葛晓明这样
回答：“每天挑战一件让你‘痛
苦’的事！学习的过程是‘痛苦’
的，克服短板很难受，但成就感
也是满满的。”

工作之余，葛晓明也将“爱
挑战”贯彻到底。

“昨天虐腿部肌肉，今天虐
臀大肌，再听一首虐歌……也许
人生就像咖啡，越苦越醇。”这是
葛晓明朋友圈记录的生活日常。

如果7时能准时下班，葛晓
明就会去瑜伽老师的工作室“报
到”。即使加班，她也会回家后
对着视频跟练，完成当日“打
卡”。“启动肌肉量后，练瑜伽也
会暴汗，真的很爽！还有冥想，
能帮助我静下心来，清空大脑，
放松身心。”

“在充满挑战的科技创新一
线，我常常能看到青年人才的创
新激情和创新能力。”湖北九峰
山实验室工艺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九峰山实验室的青年科创者
们充满热情、敢于试错、甘于寂
寞，“只进取，不设限”。他们正
勇攀化合物半导体前沿技术高
峰，将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
生产力。

记者陈智

葛晓明博士在实验室健身房练习瑜伽。 湖北九峰山实验室供图

葛晓明博士（左二）与团队成员在洁净室进行实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