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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

的方法，属于晶圆边缘器件领域。一种提升晶圆

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以合成树脂配制光刻胶，

从成膜树脂、光引发剂和交联单体三个方面出

发，研究了各个因素对光刻胶感光性的影响。结

果表明改性树脂配制的光刻胶的反差值为未改

性时的二倍，表明改性能显著提高树脂的感光

性；以六芳基二咪吟、安息香双甲醚及二苯甲酮

为光引发剂，光引发剂用量为成膜树脂质量的

6.5%，交联单体质量比为3：2，交联单体用量为

25%时，体系的反差值较大，感光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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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按比例称取丁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依次将上

述物料加入搅拌反应釜中，并搅拌均匀；

S2、将S1中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70-90℃，之后向搅拌反应釜中加入引发剂开始进

行反应，反应保持回流0.5h；

S3、回流反应完毕之后，在2h内将丙烯酸丁醋单体、溶剂和引发剂的混合液加入到搅拌

反应釜中，保持温度恒定，同时保持回流；

S4、将引发剂和溶剂的混合溶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回流，保温反应2.5h；

S5、保持温度反应6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成成膜树脂；

S6、将制备的成膜树脂加入搅拌反应釜中，之后向其中加入双丙酮丙烯酞胺作为改性

剂，进行聚合反应，制备成双胺改性成膜树脂；

S7、称取双胺改性成膜树脂、光引发剂和交联单体及其它添加剂，放入搅拌反应釜中，

在25℃下搅拌均匀，使各组分充分溶解，然后经过三次过滤后制备成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

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

S8、将制备的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在基片表面涂覆一层光刻胶

膜，使胶膜厚度适当，厚薄均匀，粘附良好；

S9、在80℃的恒温干燥箱中烘烤10-15分钟，使胶膜的干燥从里到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丁

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质量比为5.8：3.2:3.4:1.24。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7中光

引发剂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A1、在反应器中加入丁酮和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酷及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

A2、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80-85℃，反应保持回流0.5h；

A3、反应完毕之后，在3h内将剩余混合单体的混合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温度恒定，

同时保持回流；

A4、保持回流，保温反应3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得到光引发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的

引发剂采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4中的

溶剂采用丙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8中光

刻胶的胶膜厚度约为可分辨线宽的3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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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晶圆边缘器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在晶圆边缘产出的晶粒有低的良率且无法被销售。如果能提升晶圆边缘5mm

范围的低量率,在6寸-8寸的晶圆上,将会多获得10%-13%的好晶粒,从而降低成本,增加获

利，边缘缺陷率已成为器件制造的重要问题，它们通常与硅损伤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光刻胶

就是引起边缘缺陷的一大问题。

[0003] 现有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曝光率较差，且造成硅损伤问题较严

重。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有的曝光率较差，且造成硅损伤问题较严重的问题，

而提出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比例称取丁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依次将上

述物料加入搅拌反应釜中，并搅拌均匀；

S2、将S1中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70-90℃，之后向搅拌反应釜中加入引发剂开始进

行反应，反应保持回流0.5h；

S3、回流反应完毕之后，在2h内将丙烯酸丁醋单体、溶剂和引发剂的混合液加入到搅拌

反应釜中，保持温度恒定，同时保持回流；

S4、将引发剂和溶剂的混合溶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回流，保温反应2.5h；

S5、保持温度反应6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成成膜树脂；

S6、将制备的成膜树脂加入搅拌反应釜中，之后向其中加入双丙酮丙烯酞胺作为改性

剂，进行聚合反应，制备成双胺改性成膜树脂；

S7、称取双胺改性成膜树脂、光引发剂和交联单体及其它添加剂，放入搅拌反应釜中，

在25℃下搅拌均匀，使各组分充分溶解，然后经过三次过滤后制备成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

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

S8、将制备的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在基片表面涂覆一层光刻胶

膜，使胶膜厚度适当，厚薄均匀，粘附良好；

S9、在80℃的恒温干燥箱中烘烤10-15分钟，使胶膜的干燥从里到外。

[0006] 优选地，所述S1中丁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质量

比为5.8：3.2:3.4:1.24。

[0007] 优选地，所述S7中光引发剂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A1、在反应器中加入丁酮和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酷及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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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80-85℃，反应保持回流0.5h；

A3、反应完毕之后，在3h内将剩余混合单体的混合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温度恒定，

同时保持回流；

A4、保持回流，保温反应3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得到光引发剂。

[0008] 优选地，所述S4中的引发剂采用。

[0009] 优选地，所述S4中的溶剂采用丙酮。

[0010] 优选地，所述S8中光刻胶的胶膜厚度约为可分辨线宽的3倍左右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以合成树脂配制光刻胶，从成膜树脂、光引发剂和交联单体三个方面出发，研

究了各个因素对光刻胶感光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改性树脂配制的光刻胶的反差值为未改性

时的二倍，表明改性能显著提高树脂的感光性；以六芳基二咪吟、安息香双甲醚及二苯甲酮

为光引发剂，光引发剂用量为成膜树脂质量的6.5%，交联单体质量比为3：2，交联单体用量

为25%时，体系的反差值较大，感光性较好。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的不同光引发剂用量的光

刻胶的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图；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的不同单体配比光刻胶的残膜

率-曝光时间曲线图；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的不同交联单体用量时光刻胶

的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13]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上”、“下”、“前”、“后”、“左”、“右”、“顶”、

“底”、“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

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

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14] 实施例1：

一种提升晶圆边缘器件良率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比例称取丁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依次将上

述物料加入搅拌反应釜中，并搅拌均匀；

S2、将S1中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70-90℃，之后向搅拌反应釜中加入引发剂开始进

行反应，反应保持回流0.5h；

S3、回流反应完毕之后，在2h内将丙烯酸丁醋单体、溶剂和引发剂的混合液加入到搅拌

反应釜中，保持温度恒定，同时保持回流；

S4、将引发剂和溶剂的混合溶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回流，保温反应2.5h；

S5、保持温度反应6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成成膜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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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将制备的成膜树脂加入搅拌反应釜中，之后向其中加入双丙酮丙烯酞胺作为改性

剂，进行聚合反应，制备成双胺改性成膜树脂；

S7、称取双胺改性成膜树脂、光引发剂和交联单体及其它添加剂，放入搅拌反应釜中，

在25℃下搅拌均匀，使各组分充分溶解，然后经过三次过滤后制备成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

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

S8、将制备的双丙酮丙烯酞胺改性甲基丙烯酸类光刻胶在基片表面涂覆一层光刻胶

膜，使胶膜厚度适当，厚薄均匀，粘附良好；

S9、在80℃的恒温干燥箱中烘烤10-15分钟，使胶膜的干燥从里到外。

[0015] 进一步，优选地，S1中丁酮、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醋和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

质量比为5.8：3.2:3.4:1.24。

[0016] 进一步，优选地，S7中光引发剂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A1、在反应器中加入丁酮和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酷及丙烯酸丁醋混合单体，

A2、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加热到80-85℃，反应保持回流0.5h；

A3、反应完毕之后，在3h内将剩余混合单体的混合液加入到反应器中，保持温度恒定，

同时保持回流；

A4、保持回流，保温反应3h，使反应转化完全后降温出料，制备得到光引发剂。

[0017] 进一步，优选地，S4中的引发剂采用。

[0018] 进一步，优选地，S4中的溶剂采用丙酮。

[0019] 进一步，优选地，S8中光刻胶的胶膜厚度约为可分辨线宽的3倍左右。

[0020] 实施例2：基于实施例1，但有所不同的是：

以、安息香双甲醚和二苯甲酮为引发剂，采取光引发剂用量分别为成膜树脂质量的

5.0%，6.5%和8.0%，以相同的成膜树脂用量和交联单体用量配制光刻胶，在相同的光刻工艺

条件下，研究了光引发剂用量对光刻胶感光性的影响。结果如图1所示。

[0021] 图1所示为不同光引发剂用量的光刻胶的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由残膜率-曝光

时间曲线测出光引发剂用量分别为5%，6.5%和8%时对应的光刻胶的Y值分别为0.78，0.83和

0.43；由于在光固化过程中光引发剂分解产生自由基引发聚合反应，分解产生的自由基越

多，聚合物发生交联的速率越快，因此在光引发剂用量较少时，凝胶率随光引发剂用量的增

加而增加；但是，反差值并不随着光引发剂用量增加而增大，在光引发剂用量为6.5%时反差

值最大0.83，这是因为对于特定的体系都有一个最佳的光引发剂用量，膜层表面过量的光

引发剂会吸收紫外光，学致胶膜固化效率降低，使反差值减小，且光引发剂过量使胶膜表面

交联过度，沫层交联受到影响，感光性能下降。综合分析，确定光引发剂用量为6.5%。

[0022] 实施例3：基于实施例1和2，但有所不同的是：

不同交联单体对光刻胶的感光性能有较大影响，选取官能度单体三羟甲基丙烷烯酸脂

和1，6-己二醇二丙烯酸脂为交联剂，了单体配比对光刻胶感光性能的影响，以实验确定的

成膜树脂和光引发剂用量，改变单体配比为2：3，1：1和3：2,配制光刻胶，在相同的条件下进

行曝光显影，考察单体配比对光刻胶感光性的影响，结果如图2所示；

图2所示为不同单体配比光刻胶的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由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测

出单体配比为2：3，1：1和3：2,时对应的光刻胶的值分别为1.43，1.62和2.67；可以看出当为

3：2时，光刻胶的反差值最大2.67，这是因为是三官能度单体，它与活性自由基碰撞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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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使聚合物发生交联，在相同曝光能量下其凝胶量更大，残膜率较大，且分子柔性好，可

改善聚合物的脆性，因此，选择单体配比为3：2能有效提高光刻胶的感光性。

[0023] 实施例4：基于实施例1、2和3，但有所不同的是：

在确定交联单体配比后，以相同的成膜树脂和光引发剂用量，采用单体配比为3：2，交

联单体用量分别为成膜树脂质量的20%，25%，30%进行配胶，在相同的条件下曝光显影，分析

交联单体用量对光刻胶的感光性的影响，结果如图3所示；

图3所示为不同交联单体用量时光刻胶的残膜率-曝光时间曲线，由残膜率-曝光时间

曲线测出交联单体用量分别为成膜树脂质量的20%，25%，30%时对应的光刻胶的反差值分别

为2.45、2.86和1.46。结果表明，交联单体用量为20%-25%时，光刻胶的反差值较大，过多的

交联单体对光引发剂的需求更大，未完全交联的单体残留在胶膜中反而使光刻胶的反差值

减小，感光性变差，且过多的交联单体使光刻胶的粘度减小，不利于后序施工。因此，可根据

实际条件选择交联剂用量为成膜树脂质量的20%-25%配制光刻胶。。

[002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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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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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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