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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满清 

    谭满清，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
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1996年在半导体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
事研究工作。1998年以后，在半导体研究所工作。目前主要从
事半导体光电器件研制及器件物理的研究。 
    取得的主要学术成绩：在国内率先实现了宽带宽、高功率超
辐射发光二极管模块及小批量产业化，器件指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开展了电子回旋共振等离子体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实现光

学膜等新型半导体器件工艺的研究，为提高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工艺水平和器件水
平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开展了长波长面发射半导体激光器研究和量子阱TCAD研
究，取得了有重要意义的阶段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中国科学院
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三十多篇，申请发明专利
十项。 主持并完成了863项目等国家项目多项。 
他所在的实验室有国际上较先进的设备，具备很好的各种半导体光电子器件研究
和生产所需的研究条件。目前主要的研究兴趣为新型半导体光电子器件的研制和
新型半导体器件工艺研究等。 

 

完成/在研主要项目 

1. “863”项目：“量子阱TCAD”(1997－2000)  
2. “863”项目：“可调谐长波长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20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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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我们 

      1956年，在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

半导体科学技术被列为当时国家新技术四大紧急措施之

一。为了创建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基地，国家

于1960年9月6日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开

启了中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之路。 

联系 方式 

通信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甲35号 北京912信箱 (100083) 
电话  

010-82304210/010-82305052(传真) 
E-mail 

semi@semi.ac.cn
交通地图 

友情 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