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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B. W. Smith 教授網站對嵌附層材料之線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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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材料 Si3N4之光學性質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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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材料 TiSiN 之光學性質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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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4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材料 MoSiN 之光學性質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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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n&k Analyzer 反射率光譜之曲線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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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Si3N4之 n&k Analyzer 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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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TiSiN 之 n&k Analyzer 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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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MoSiN 之 n&k Analyzer 量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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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Si3N4之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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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TiSiN 之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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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MoSiN 之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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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Si3N4之修正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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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93 nm與 248 nm嵌附層 TiSiN 之修正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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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193 nm 與 248 nm 嵌附層 MoSiN 之修正 R-T Method 計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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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相移圖罩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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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6 模擬所預設阻劑之參數 

 

    圖 4-17 模擬之預烤溫度/時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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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8 模擬之照後烤溫度/時間參數 

 

 

圖 4-19 模擬之顯影時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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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模擬計算之最佳照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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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二孔平行位向之線寬對側葉光強關係： 

(A) 隙寬 110 nm；(B) 隙寬 90 nm 

(T=10﹪，孔距=0.6，孔徑=0.3，NA=0.8，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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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二孔平行位向之聚光當量對側葉位置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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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二孔平行位向之孔距對側葉位置關係 

孔距=0.6，孔徑=0.3，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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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二孔平行位向之孔徑對側葉位置關係 

 
 
 
 
 
 
 
 

孔徑=0.6，NA=0.8，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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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二孔發光對圖案線條垂直與平行時之成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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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二孔發光對 110nm 孤立隙之空間影像： 

(A) 垂直位向發光；(B) 平行位向發光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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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二孔發光對 90nm 孤立隙之空間影像： 

(A) 垂直位向發光；(B) 平行位向發光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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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110nm 孤立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圖 4-29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90nm 孤立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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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110nm 孤立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圖 4-31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110nm 密集線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隙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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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90nm 孤立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 

 

 

 
圖 4-33 二孔垂直(上)與平行位向(下)對 90nm 密集線隙之阻劑輪廓 

(T=10﹪，孔距=0.6，孔徑=0.3，NA=0.8，線隙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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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各種偏振光搭配二孔垂直位向之空間影像： 

(A) s 偏振光；(B) 未偏振光；(C) p 偏振光 

(T=10﹪，孔距=0.6，孔徑=0.3，NA=0.8，隙/線寬=110/20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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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5 聚光當量與偏振光種類對空間影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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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發光孔距與偏振光種類對空間影像之影響 

 

孔徑=0.3，NA=0.8，隙寬=90 nm，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孔距=0.6，孔徑=0.3，隙寬=90 nm，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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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發光孔徑與偏振光種類對空間影像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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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隙寬與偏振光種類對空間影像之影響 

 

孔距=0.6，孔徑=0.3，NA=0.8，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孔距=0.6，NA=0.8，隙寬=90 nm，線寬=200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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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9 線寬與偏振光種類對空間影像之影響： 

(A) 隙寬 = 90 nm；(B) 隙寬 = 110 nm 

孔距=0.6，孔徑=0.3，NA=0.8，隙寬=9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孔距=0.6，孔徑=0.3，NA=0.8，隙寬=110 nm，隙寬+線寬=間距(P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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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入射面合向量與其對應之 s 電向量俯視圖： 

(A) 入射面；(B) s 電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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