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界解密：IC 测试为什么重要？

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机缘,让我进入 IC 测试这个领域,一晃就是十年多了.这

么多年下来,我发现一个不算有趣的的现象,国内的设计公司大多数都没有一个

像样的专业测试团队,或者就根本没有一个懂测试的专业人员.这一点让我很是

好奇,所以进而养成了一个习惯,凡是遇到国内 IC 设计公司的资深人士,总会问

一下他们对测试的理解和看法.我不太理解,有时遇到一个年销售额高达几千万

美元的公司,居然没有一个专业的量产测试工程师—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进一步的了解,让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很多设计公司的资深人士甚至老总,

对产品量产测试的理解竟然也十分的简单—产品测试的方法无非是象灯泡厂检

测灯泡一样,通上电看看亮不亮就好了.虽然多数情况下会多一些定性的测试指

标,但方法依然是过于简陋了.很多设计公司都习惯性地喜欢自己搭一个小的电

路或者系统来取代专业测试设备,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为租用价格高昂的测试机而

支付一大笔看似额外的开销了.很多时候,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是有效的,特别是

中国国内白牌电子设备市场还占据很大份额的客观情况下。

不过,问题是这种简单粗糙的方式会在未来一直有效下去么?全球每年销售

五十亿美金的测试机在中国大陆会真的变得可有可无么?当然不是！

众所周知，测试的目的自然是要把好坏芯片区分出来，把好的芯片送出去，

确保质量不达标的坏芯片不会被送到客户那里去.很多公司往往习惯性地把实验

室里系统验证的方法延伸到量产中去,用自搭电路系统去取代专业的测试机.然

而这通常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因为自搭的系统往往缺少测试机所具备的两个

最基本的特性：准确性和稳定性.专业测试机的结构和采用模组都经过严格设计

和筛选,并且有专业的风冷水冷的恒温环境以及定期的自检和参数校准,其测试

条件和结果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是一般自搭电路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这两个特性

的重要性或许在实验室验证阶段并不那么明显,但在量产阶段却是关键的因素。

由于所有测试系统都必然存在误差,所以一颗芯片的每个参数的实际测试结

果都是真实性能和测试设备的误差的组合.如果测试设备自身的误差不能做到足

够小,就会影响到测试结果,而且这种误差是无法通过后续的数据处理进行有效

消除的。

假设一颗芯片的参数的要求是大于10,而测试设备导致的随机误差就有1的

话,那为了确保出货的芯片绝对可靠,那就必须把实际的阈值设定为11,以防漏检.

然而,由于测试系统引入的误差是随机的,实际测试结果9~11的芯片会有一部分

是好芯片也被作为不合格芯片被over kill了,这直接导致产品良率的下降,产品

的成本上升.然而不提高阈值的话,有忧可能导致不良芯片的出货,导致客户的产

品质量问题.所以,不准确的测试结果将直接导致生产者限于在牺牲良率和承担

客户质量风险的两难境况.关于测试精度的要求,一个简单而广泛被接受的经验

是,测试系统的参数精度,至少要求比被测器件的要求精度高一个数量级.比如,

一个 ADC 的本身信噪比大约是50dB 的话,系统提供的信号信噪比最好大于60dB。



当然,仅仅有专业的测试平台是不足以解决所有测试问题的.作为一个系统

工程,量产测试的正确实施至少包括:

1) 选择正确的测试平台,以及可靠的治具(合适才是最好,并非越贵越

合适)

2) 制定一个完善的测试计划(test plan),并委托专业人士进行测试

程序的开发和调试

3) 正确完备的量产导入流程和量产数据监督管理

通常而言,即使采用专业的测试平台,量产测试占芯片生产的总成本也仅仅

为2~5%,但测试作为产品质量保障最后一道防线,对总体成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