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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明樹脂封裝之樹脂必須具有高透明度才不會減損晶片功能，而目前透明樹脂之封裝所面臨之最大問題，便是透明樹脂中

仍會殘留無法感光的殘留物及樹脂刮傷兩個問題，以致於透明樹脂之封裝良率遠低於一般黑色樹脂之封裝，並且必須靠大

量人工將不良品一一挑出，使得人工成本比例比一般IC之人工成本比例高出近一倍；故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影響透明

樹脂之最終檢查作業績效之因素。 本研究先藉由與個案公司訪談及文獻探討方式，找出「班別」、「作業方式」、「工作

連續性」及「良率」等四個可能影響檢查作業績效之因子，再以田口之方式進行實驗，並以檢驗時間及誤判率兩個項目進

行績效衡量，實驗結果發現： 1. 班別（夜間作業）對於檢查作業績效並無顯著影響。 2. 半自動檢查機之導入對檢查作業

績效有顯著提昇。 3. 工作中途有無休息對檢查作業有顯著影響，且以每工作兩小時休息10分鐘之績效最好。 4. 良率對於

檢查作業績效並無顯著影響。

關鍵詞 : 田口實驗 ; IC封裝 ; 夜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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