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

“芯片制造中的表界面电化学基础”申请指南

芯片制造过程中涉及很多表界面相关的电化学过程，包含纳

米级电子逻辑互连、三维集成和纳微封装中涉及的表界面过程机

制与纳微结构多场效应等。这些表界面电化学过程直接决定了高

端电子制造业的水平。芯片制造中的表界面电化学核心科学问题

是如何在有限时空域内实现表界面电化学反应的精准调控。本专

项项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深入开展芯片制造表界面电化学基础

研究，为解决产业卡脖子难题、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知识

产权的芯片制造技术提供科学支撑。

一、科学目标

研究芯片制造中电沉积与电化学刻蚀涉及的纳微空间限域效

应及添加剂的作用机制，建立相关电化学过程中的多尺度构效关

系；建立纳微空间原位/工况表征技术及仿真方法，发展芯片制

造表界面电化学基础理论；针对先进制程芯片中的表界面电化学

问题，研制高性能添加剂和下一代互连新材料，提高我国芯片制

造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关键科学问题

（一）芯片制造中表界面电化学纳微空间限域效应及超填充

机制。

（二）芯片制造中表界面电化学过程添加剂的构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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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芯片制造中表界面电化学过程动力学及其调控方法。

（四）芯片制造中表界面电化学过程多场耦合效应及规律。

三、拟资助研究方向

（一）芯片制造中的电化学表界面纳微结构、动态过程及其

调控。

（二）芯片制造中电化学表界面动态过程的原位/工况表征方

法。

（三）芯片制造中电化学表界面动态过程的理论、计算与仿

真。

（四）芯片制造中电化学表界面过程添加剂分子构效规律和

性能调控。

（五）芯片制造中电子逻辑互连下一代材料创制中的表界面

电化学基础。

四、资助计划

本专项项目资助期限为 4年，项目研究期限应填写“2026 年

1 月 1 日－2029 年 12 月 31 日”，拟资助项目 3-5 项，计划资助

强度约为 230 万元/项。

五、申请要求及注意事项

（一）申请资格。

1. 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45 周岁以下

（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2. 具有承担本专项相关领域基础研究课题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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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以及无工作单位

或者所在单位不是依托单位的人员不得作为申请人进行申请。

与项目申请依托单位合作的研究单位不超过 2个。

（二）限项申请规定。

1. 本专项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收

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做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资助后，

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

2.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专项项目中的研究项目。

3. 其他限项申请要求按照《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限项申请规定”执行。

（三）申请注意事项。

1. 申请书报送日期为 2025 年 7 月 25 日－7 月 31 日 16 时。

2. 本专项项目申请书采用在线方式撰写。对申请人具体要求

如下：

（1）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应当认真阅读本申请须知、本

项目指南和《202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的相关内

容，不符合项目指南和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

（3）申请书研究内容应紧密围绕科学目标，根据项目指南中

的关键科学问题，自行拟定项目名称、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相

应的研究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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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申 请 人 登 录 科 学 基 金 网 络 信 息 系 统

http://grants.nsfc.gov.cn/，按照撰写提纲及相关要求撰写申

请书。

（5）申请书中的资助类别选择“专项项目”，亚类说明选择

“研究项目”，附注说明选择“科学部综合研究项目”，申请代

码 1 应根据“三、拟资助研究方向”的要求选择化学科学部 B02

下属代码。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选择的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

（6）请按照“专项项目-研究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撰写申

请书，请在申请书正文开头注明“芯片制造中表界面电化学基础”。

申请书应突出有限目标和重点突破，明确对实现本专项项目

总体科学目标和解决核心科学问题的贡献。

如果申请人已经承担与本专项项目相关的其他科技计划项目，

应当在申请书正文的“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部分论述申请项目

与其他相关项目的区别与联系。

3. 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

说明》的具体要求，按照“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经济合理

性”的基本原则，认真编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算表》。

4. 本专项项目采用无纸化申请，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

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5. 本专项项目咨询方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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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高飞雪

联系电话：010-62327035。

六、其他注意事项

1. 为实现专项项目总体科学目标，获得资助的项目负责人应

当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关注与本专项其他项目之间的相互支撑关

系。

2. 为加强项目之间的学术交流，本专项项目群将设专项项目

指导专家组和管理协调组，并将不定期地组织相关领域的学术研

讨会。获资助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上述学术交流活动，并认真开

展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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