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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专

业评审组
集成电路技术、仪器仪表与电气专业评审组

项目名称 国产化高性能高可靠宇航系统芯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提名者 珠海市科技创新局

主要完成

单位

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航天计算机技术研究所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

主要完成

人

（职称、

完成单

位、工作

单位）

1.颜军（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总负责人，对创新点 1、2、3 做出突出贡献：（1）设计了 SPARC V8 多核 SoC 芯片
架构，提高了芯片的综合处理能力。（2）设计了 128 位片内总线，提高总线带宽，提高了
片内数据的交换效率。（3）设计了二级缓存模块，提高了处理器对外部存储器数据的命中
效率。（4）设计了网表触发器 TMR 插入方法，采用透明策略、原位替代方法进行触发器全
覆盖 TMR 加固。（5）设计采用 EDAC 算法、位交织、定时刷新等技术提高芯片的抗单粒子翻
转能力。）

2．颜志宇（无、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第二
完成人，对创新点 4做出重要贡献：（1）参与设计了 AFDX 总线控制器、SPACEWIRE 总线控
制器、CAN 总线控制器等宇航专用接口和总线控制器，简化了系统设计的复杂性，提高了
系统可靠性。（2）研发了基于国产化高性能高可靠宇航系统芯片的操作系统 BSP 包，打造
了芯片的软件生态，提升了芯片的易用性。（3）实施 S698PM、S698-T 等芯片的产业化，实
现了本项目核心技术的批量验证。）

3. 蒋晓华（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第三完成人，对创新点 2、3、4 做出突出贡献：（1）提出采用透明策略和原位替代方法，
对综合后网表的触发器进行三模冗余（TMR）插入设计，使得对芯片中触发器的抗辐加固实
现 100%全覆盖。（2）针对芯片中一级 Cache、二级 Cache 控制器设计了错误检测和自修复
功能，加强了高可靠性的处理器 SoC 芯片中一级和二级缓存的可靠性及抗辐照能力。（3）
采用先进的陶瓷锡柱栅阵列封装设计，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4．朱新忠（研究员、上海航天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上海航天计算机技术研究所、项目第四
完成人，对创新点 2、3 做出重要贡献：（1）研究了基于处理器特点的系统抗空间辐射加固
技术，指导研制了以 SPARC 多核并行处理器 SOC 芯片为主处理器的产品模块。（2）参与基
于 SPARC V8 指令集的 SoC 芯片需求设计及应用工作，完成了 SoC 芯片的功能和性能指标设
计工作。（3）完成了芯片的空间环境适应性验证测试，并应用于载人航天工程某型号，为
国产 SOC 芯片在宇航型号中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5．龚永红（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第五完成人，对创新点 1、4 做出重要贡献：（1）提出芯片内部多层次的总线架构，提高了
设备的高速数据交互，同时又兼顾低速设备的带宽要求，有效提高片内数据的交换效率（2）
参与设计 1553B 总线控制器、ARINC429 总线控制器、AFDX 总线控制器等宇航专用接口和总
线控制器。（3）研发了基于国产化高性能高可靠宇航系统芯片的软件集成开发环境，优化
芯片的软件工具链，提升了芯片的易用性。）

6．王永生（副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项目第六完成人，对创新点 1、
2、3 做出重要贡献：（1）参与基于 SPARC V8 指令集的 SoC 芯片设计工作，完成了 SoC 芯
片的 CPU 中 IU 设计工作。（2）研究了多核处理器体系结构和高精度时钟实现技术，相关成
果获得授权专利三项，研究了芯片高速接口电路的抗辐射加固技术，相关成果应用到了宇
航用多核 SoC 芯片中。



7．张建华（研究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西安分院、项目
第七完成人，对创新点 4 做出重要贡献：（1）与欧比特公司联合研制了 SiP 微系统芯片
SiP-S698PM，提出了星载平台对处理器芯片低功耗、小体积的约束，对芯片外部接口进行
了设计，以满足高、中、低轨各类卫星平台的应用需求。（2）针对激光通信、数传控制等
应用领域，开展了芯片应用设计和测试验证，重点对芯片的浮点运算能力、多核并行处理
能力、1553B IP 核与卫星平台匹配性、中断响应速度进行了验证，并基于该芯片设计了星
间通信系统。）

8．徐红（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第
八完成人，对创新点 1、4 做出重要贡献：（1）参与了芯片总线系统设计，突破了多层总线
架构难题，保障了系统的稳定性。（2）参与芯片的封装设计，突破了采用锡柱栅阵列封装
设计关键技术。（3）组织了 S698PM、S698-T 等芯片的生产及测试，实现了本项目核心技术
的产业化。）

9．唐芳福（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第九完成人，对创新点 1、2、4做出重要贡献：（1）参与了“国产化高性能高可靠宇航 SoC
芯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SoC 芯片的前端设计工作，与项目组共同开发了多核并行处理器
架构。（2）项目中创新设计了高可靠的触发器全覆盖三模冗余(TMR)技术。（3）创新研发了
项目中的太阳敏感器接口模块、反作用飞轮控制器接口模块、 星载伺服电机接口模块等系
列 IP 核，参与设计实现了基于 IP 复用的系统级实现及低功耗设计，并取得了项目预期成
果。）

10.陈伙立（助理工程师、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第十完成人，对创新点 1、2 做出重要贡献：（1）参与芯片内部抗辐射加固设计，力求
设计上和制造工艺上的相互结合，并在设计过程提出符合性意见，提高了抗辐射性能达到
性能最佳。（2）参与设计 CAN 总线控制器、SPW 终端控制器、UART 接口等宇航专用接口和
总线控制器。（3）参与电路多核集成设计、芯片封装设计、芯片可靠性评估、芯片筛选测
试保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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