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寄语

集成电路被誉为“工业粮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核心技术和主要推动力。其中，射频集成电路是现代通信、雷达以
及传感等系统中的核心部件。当前，国内射频集成电路的整体研发实力
有待提升，高端射频集成电路市场仍然由国外厂商主导，自给率偏低，从
而制约着无线通信和雷达等产业的发展。因此，射频集成电路的研究具
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和汽车雷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强国在
5G/6G等关键技术领域正在开展激烈竞争，对射频集成电路的需求更加
迫切，高性能射频芯片的研发至关重要。当前，射频集成电路的研究呈
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工作频段拓展，设计方法创新。针对5G毫米
波通信、卫星通信以及毫米波雷达等需求，射频集成电路研究的热点逐
渐从微波频段上升到毫米波乃至太赫兹频段。随着频率上升，波长减
小，分布效应和寄生损耗越发明显，业界提出了场路结合的集成电路设
计方法和芯片封装天线等新的设计思路；其二，多制式多功能兼容，架构
复杂性提高。随着波束赋形以及大规模MIMO等新技术的应用，射频
集成电路由传统的单一通道向多通道集成发展，各通道往往还需要独立
控制信号的幅度和相位。此外，还需要考虑兼容多种频段（如Sub-
6 GHz频段与毫米波）和多种制式（如4G LTE与5G NR），射频集成电路
架构的复杂性大为增加；其三，多种工艺异质集成，系统性能更加优化。
硅基集成电路（如CMOS工艺）具有高集成度、低成本的优势，而化合物
半导体集成电路（如砷化镓工艺等）在高频段具有输出功率、效率以及噪
声性能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将这两种甚至多种半导体工艺利用异质或
异构集成的方式结合起来，在晶圆或者封装的层面将不同工艺所制造的
射频集成电路模块进行互连，从而实现前端系统综合性能的优化，也是
当前的发展趋势。

本期主要围绕面向移动通信和雷达应用的射频集成电路这一主题，
邀请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等大学的
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从新颖的设计方法和电路结构等方面入手，介绍
他们近年来在这一领域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本期主要聚焦在射频前端
中的功率放大器、低噪声放大器以及射频开关等核心单元电路设计中的
新方法和新技术，分别介绍基于硅基CMOS和Ⅲ-Ⅴ族（如氮化镓和砷
化镓）化合物半导体的集成电路的创新性研究工作，频段覆盖S到W波
段。此外，还对硅基毫米波收发前端集成电路的最新进展进行了综述报
道，特别聚焦关键部件及集成模块的创新设计。但由于篇幅所限，很难
全面涵盖当前的新进展和新技术，只能抛砖引玉，期待能够为对这一领
域感兴趣的读者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技术作为参考，推动射频集成电路
的研究进展，助力国家的强芯重大战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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