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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主題 耐高壓單體測試

二、材料名稱 對照組：TS2 + ED35；實驗組A：TS2 + ED34-16；實驗組B：TS2 + 16V1； 實驗組C：TS2 + 16V2；實驗組D：TS2 + UF35

三、實驗項目 1. 聚合後素子高度分佈

2. 聚合後狀態呈現

3. 比對初期CS . DF. ESR電氣特性

4. 聚合->老化各階段製程電性趨勢圖

四、使用儀器 CHROMA / 烘箱 / 2.5D / 游標卡尺

五、測試機種/數量 16V / 270μF ， Φ 8 x 9  ;  168pcs / each type        

六、作業/測試環境 製程條件 1 -> 2 -> 3

七、作業/測試步驟 1.  將烘烤完成之素子每組取樣6條bar。

   1-1 將素子浸泡氧化劑1min ;  對照組與實驗組皆使用TS2  。

 1-2 使用烤箱烘烤150℃/30min

 1-3 將對照組素子含浸單體ED35, 時間1min

 1-4 實驗組A:含浸單體ED34-16 , 實驗組B:含浸單體16V1 , 實驗組C:含浸單體16V2 ,實驗組D:含浸單體UF35 ;時間1min

 1-5 使用烤箱烘烤 60℃  / 30min -> 150℃ / 30min  -> 60℃取出 ( 階段式升溫 )。

 1-6 含浸固化劑30~40s烘烤130℃/ 15min

 1-7 聚合後素子高度量測、2.5D拍攝素子聚合後狀態、初期電性量測。

2.  組立後量測電性。

4.  老化後量測電性。

5.  耐壓測試

6.  數據整理 。

八、實驗數據比對 1.反應速率  (min) 2. 聚合後素子高度分佈

3.聚合後狀態 ( 2.5D拍攝 )

 研發課實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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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驗數據比對

4.老化後特性比對

＊小結:

經檢定結果有顯著差異

實驗組B: TS2+16V1  ,CS值相對高且集中; 

對照組:ED35容量較低

＊小結:

經檢定結果有顯著差異

對照組: TS2+16V1  ,Df值相對低 

＊小結:

經檢定結果a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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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驗數據比對

＊小結：( 經檢定結果有顯著差異 )

實驗組A：TS2 + ED34-16 ，LC值相對高

實驗組A： TS2 + ED34-16

老化至第3段 18.4V，即開始發生短路現象，

故此數據為未完成老化全製程 

5.各階段製程變化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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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驗數據比對 6. 後段製程對應聚合段初始電性變化量

由上列數據比較所示：

1.CS變化量以ED34-16聚合 → 組立差異較大

2.DF變化量較無明顯差異

3.ESR變化量以聚合 → 老化差異較大

4.全製程變化量最小的實驗組別為:實驗組A:ED36B

7. 耐壓 ( BDV ) 測試比對

＊小結：

耐壓測試結果

ED34-16  >  ED35  >  16V1  >  16V2  >  UF35

整體平均耐壓為 21±2 V  ;  平均 △V = 13.6V

25V規格平均△V值 = 5V ; 16V規格相對差異大

九、試驗結果 此實驗目的為測試帝碩耐高壓產品 ; 單體型號為，實驗組A： ED34-16 , 實驗組B：16V1 , 實驗組C：16V2 , 實驗組D： UF35

對照組為廠內現行之單體：ED35 ; 對照組於實驗組其所搭配之氧化劑為TS2

實驗組氧化劑與單體浸泡由實驗人員手動含浸，其實驗流程為產線條件

聚合後素子高度分佈，實驗組C：16V2數據相對高且分散 ; 平均高度為：6.18cm

反應速率：實驗組A與實驗組D聚合反應時間相對快 ; 反應時間為2.5min

*實驗組A:ED34-16於階段老化至第3段/18.4V時開始陸續發生短路及開路現象,因此,此組別未完成老化全階段製程

*經過比對後篩選最佳組別為:實驗組A: TS2+ED36 經由ANOVA再將此組別比對前後兩次測試之再現性：使用ANOVA檢定老化後特性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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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試驗結果 ．CS有顯著差異為， 對照組：TS2 + ED35  , CS值相對低 ; 實驗組B：TS2 + 16V1 , CS值較高  , 兩者差距8.3%

．DF有顯著差異為，驗組B：TS2 +16V1  , DF值相對低

．ESR沒有顯著差異

．LC有顯著差異 ; 對照組：TS2 + ED34-16  ,  LC值相對高，其餘組別沒有顯著差異

．CS： 16V1  =  ED34-16  ＞ 16V2 ＞  UF35  ＞ ED35       ( 優 ←→ 劣 )

．DF：  16V1 ＜  UF35  =  ED34-16  =   ED35  ＜  16V2    ( 優 ←→ 劣 )

．ESR：  16V1 ＜ 16V2 ＜  ED35 ＜  ED34-16 ＜ UF35    ( 優 ←→ 劣 )

．LC： ED35 ＜ 16V2  ＜  UF35 ＜  16V1 ＜  ED34-16    ( 優 ←→ 劣 )

※老化後各組別電氣特性各有優劣。

根據上記各項測試之結果，在4特性方面以 16V1 較好，但因其BDV比現行品 ED35 低約 1.6V ，

同時在以手工老化之過程中， ED34-16及16V1之製品有多次發生短路之情形。

* 耐壓測試：

．． ED34-16  >  ED35  > 16V1 > 16V2  >  UF35 ( 五組耐壓值皆為21±2屬於同一水準 )

．此次耐壓測試平均△V為13.6V , 所有測試組別皆有此現象 

．而相較於同為耐高壓之25V產品其△V為5V , 這兩者間差距甚大 , 推測可能有兩種成因：

    1. 如依此次實驗個別單體視為不同之材料而其所呈現之△V值皆為過大 , 則可能原因為16V系列除單體以外

之其他材料或其結構性問題

    2. 當16V產品視為相同條件時 , 雖此實驗設計因子為不同type之單體 ; 但其單體亦有可能為同一母體所調製

       因此 , △V值過大的原因亦有可能為測試材料的來源母體為相同或成分接近之材料

．實驗組A: ED34-16於125℃老化時接連發生短路及開路現象 , 但於25℃常溫測試耐壓則與對照組數據相當 ,

 ED34-16恐有高溫易裂化之疑慮

*綜合上述實驗結果初期性部份以實驗組B：TS2 + 16V1 優於其他組別

十、結   論 此次試驗之結果

16V1 ､16V2 ､ UF35 等單体，現行都無法被使用於 W.V. ：16V 以上之機種

原因

(1) △上記各種單体之△BDV：10 ~ 13V ，變異過大。

(2) Ed34-16 及 16V1 於老化中都有持續發生短路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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