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110080464.4

(22)申请日 2011.03.31

B05C 5/02(2006.01)

B05C 11/10(2006.01)

B05D 1/26(2006.01)

(73)专利权人 华南理工大学

地址 51064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

381号

(72)发明人 张勤  杜启亮  刘俊  青山尚之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粤高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102

代理人 何淑珍

CN 201949996 U,2011.08.31,权利要求

1-5.

CN 1332657 A,2002.01.23,参见全文 .

CN 1432435 A,2003.07.30,参见全文 .

(54) 发明名称

超微量点胶装置及方法

(57) 摘要

本发明提供超微量点胶装置及方法，装置包

括玻璃微管、胶液和位于玻璃微管中并能移动穿

过胶液的移液针，玻璃微管内装有所述胶液。方法

是采用移液针穿过玻璃微管内的胶液时，移液针

先端吸附的微小液滴实现超微量点胶；本发明简

单易行，既可以实现接触式超微量点胶，也可以实

现非接触式超微量点胶，适用的粘度范围广；通

过调整移液针先端的直径尺寸，可以容易地改变

胶斑的大小，实现点胶量的控制；通过控制移液

针先端与点胶面之间的微小距离，可以实现胶斑

尺寸的微调整；通过改变转动副的转动角度，使

得点胶不仅局限在竖直方向内，在空间的任意方

向都能实现微量的点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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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微量点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玻璃微管、胶液和位于玻璃微管中并能移动穿过

胶液的移液针，玻璃微管内装有所述胶液；移液针的直径与玻璃微管下端的内径之比为 1：

2 ～ 1：10 ；所述玻璃微管的先端为圆台形；玻璃微管下端细，上端粗，且上端与下端的内径

之比为 3：2，玻璃微管的长度为 1cm-2cm ；玻璃微管的先端内径为 100μｍ -200μｍ；所述

移液针的轴向中心线与玻璃微管的轴向中心线重合；移液针的直径为 5μｍ -100μｍ ；所

述移液针穿过胶液的一端为先端，先端表面与点胶面平行；

该装置还包括用于夹持玻璃微管的夹持块、用于调整玻璃微管先端与点胶面之间距离

的粗调移动定位单元、用于调节移液针相对于夹持块上下微动的精密微移动单元和用于检

测移液针与点胶面之间的微小距离的摄像头，玻璃微管通过夹持块固接在粗调移动定位单

元上，粗调移动定位单元滑动安装在竖直固定杆上，移液针固接在精密微移动单元上，精密

移动单元固接在夹持块上。

2.超微量点胶方法，其特征在于通过控制移液针穿过装有胶液的玻璃微管，移液针先

端吸附微小液滴，当移液针先端靠近点胶面时，移液针先端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接触，微小

液滴涂在点胶面上，移液针离开点胶面后，微小液滴的一部分残留在点胶面上，实现超微量

点胶；通过改变移液针的直径，实现对胶斑尺寸的控制；通过改变移液针先端与点胶面之

间的相对距离，使移液针先端吸附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之间的接触面积变化 , 从而实现胶

斑尺寸的超微量调整；所述移液针和玻璃微管轴向移动分别由独立的精密移动单元和粗调

移动定位单元控制；所述移液针往复运动的频率为 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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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微量点胶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点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微装配的超微量点胶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点胶技术的应用范围很广，从半导体封装工业、集成电路产业、SMT/PCB 装配业到

一般性工业的焊接、注涂和密封点胶，点胶技术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发展出来的点

胶技术按针头是否与基板相接触可以分为接触式点胶和非接触式点胶，接触式点胶包括时

间-压力式、螺旋泵式、活塞式和针式转印技术。喷射点胶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非接触点胶

技术。传统的接触式点胶方法在胶量的控制方面存在着不足，难以做到一致性较高的点样，

如时间 - 压力式和针式转印式；螺旋泵式和活塞式点胶虽然能够得到一致性较好的点样，

但精确调整比较繁琐，价格昂贵且清洗复杂。传统的接触式点胶方法所采用的针管是不能

更换的，只能通过调节胶液或是点胶机本身的参数来对点样的大小进行控制，这样就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点样的直径范围。喷射方式点胶虽然具有点样速度快，点样一致性好的优

点，但必须有控温装置，需要控制胶体粘度的变化，且很难适用于胶液黏度大的情况。目前

德国开发的微量非接触式点胶机，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能实现点样的最小直径达到 100um

至 350um，但当胶液的黏度变大时，无法控制微量点胶。关于非接触式最小注射量达到几个

fl 的微量点胶方法国内外文献均未有记载。随着微装配部件的尺寸越来越小，要求更小

容量的点胶技术来满足需要。本发明提出的方法，既可以实现接触式超微量点胶，也可以

实现非接触式超微量点胶；通过改变移液针先端的尺寸，控制移液针吸附的微小液滴与点

胶面的相对接触量，容易控制胶斑的大小，解决了目前微点胶中不能实现最小注射量 fl 点

胶问题，最小胶斑直径可以达到几个 um ；根据胶液黏度，匹配不同的玻璃微管、移液针的尺

寸，控制吸附于移液针先端的微液滴与点胶面的接触量，可以实现各种粘度胶液的超微量

点胶，解决了现有技术胶液黏度适用范围小的缺点；移液针，玻璃微管可以简单地更换，解

决现有点胶方法维护繁琐的问题；本方法可以用于空间各个方向的点胶，解决了现有方法

使用方向范围小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供超微量点胶装置及方法，具

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4] 超微量点胶装置，包括玻璃微管、胶液和位于玻璃微管中并能移动穿过胶液的移

液针，玻璃微管内装有所述胶液。

[0005]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装置中，所述玻璃微管的先端为圆台形；玻璃微管下端细，上端

粗，且上端与下端的内径之比为 3：2，玻璃微管的长度为 1cm-2cm ；玻璃微管的先端内径为

100μｍ -200μｍ。

[0006]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装置中，所述移液针的轴向中心线与玻璃微管的轴向中心线

重合，且移液针的直径与玻璃微管下端的内径之比为 1：2 ～ 1：10 ；移液针的直径约为 5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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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100μｍ，根据胶斑的尺寸要求选定。

[0007]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装置中，所述移液针穿过胶液的一端为先端，先端表面与点胶

面平行。

[0008]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装置中，还包括用于夹持玻璃微管的夹持块、用于调整玻璃微

管先端与点胶面之间距离的粗调移动定位单元、用于调节移液针相对于夹持块上下微动的

精密微移动单元和用于检测移液针与点胶面之间的微小距离的摄像头，玻璃微管通过夹持

块固接在粗调移动定位单元上，粗调移动定位单元滑动安装在竖直固定杆上，移液针固接

在精密微移动单元上，精密移动单元固接在夹持块上。精密移动单元带动移液针相对于夹

块上下微动，实现连续的点胶运动。

[0009] 超微量点胶方法，其通过控制移液针穿过装有胶液的玻璃微管，移液针先端吸附

微小液滴，当移液针先端靠近点胶面时，移液针先端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接触，微小液滴涂

在点胶面上，移液针离开点胶面后，微小液滴的一部分残留在点胶面上，实现超微量点胶。

[0010]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方法中，通过改变移液针的直径，实现对胶斑尺寸的控制。

[0011]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方法中，通过改变移液针先端吸附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之间的

微小接触程度距离，实现胶斑尺寸的超微量调整。

[0012]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方法中，移液针和玻璃微管轴向移动分别由独立的精密移动单

元和粗调移动定位单元控制。

[0013] 上述的超微量点胶方法中，所述移液针往复运动的频率约为 1Hz。

[0014] 上述的一种超微量点胶的方法中，移液针先端表面与点胶面平行。通过改变玻璃

微管的内径，可以适应不同黏度的胶液。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显著的优点：

[0016] （1）既可以实现接触式超微量点胶，也可以实现非接触式超微量点胶。

[0017] （2）可以实现超微量点胶，最小注射量可以达到 10fl，最小胶斑可以达到几个 um。

[0018] （3）容易控制胶斑的大小。

[0019] （4）适用胶液黏度范围大。

[0020] （5）可以适用于空间各个方向的点胶。

[0021] （6）移液针、玻璃微管可以简单地更换，维护方便。

附图说明

[0022] 图 1为实施方式中一种超微量点胶方法示意图。

[0023] 图 2为图 1所示方法用于水平点胶面时的点胶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4] 图 3为图 1所示方法用于倾斜点胶面时的点胶方法流程示意图。

[0025] 图 4为点胶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作进一步介绍，但本发明的实施和保护范围不

限于此。

[0027] 图 1 所示为一种超微量点胶装置，包括移液针 1、玻璃微管 2、胶液 3；在点胶过程

中，移液针1安装在玻璃微管2内，玻璃微管2内盛入胶液3，移液针1可以穿过胶液上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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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述玻璃微管 2的先端为圆台形，其中下端细，上端粗，且粗细内径之比约为 3：2，玻璃

微管的长度约为 1cm ～ 2cm。所述移液针 1的直径与玻璃微管 2朝向点胶面 4的一端的内

径之比约为 1：2 ～ 1：10。所述移液针 1 的轴向中心线始终与玻璃微管 2 的轴向中心线重

合。

[0028] 点胶方法采用移液针穿过玻璃微管内的胶液时，移液针先端吸附的微小液滴，当

移液针靠近点胶面时，移液针先端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接触，移液针 1 先端表面与点胶面

4平行，由于点胶面和液体之间的界面张力，微小液滴涂在点胶面上，移液针离开点胶面后，

微小液滴的一部分残留在点胶面上，实现超微量点胶。点胶方法中，所述移液针1来回往复

运动的频率约为1HZ，通过改变移液针1的直径，实现胶斑的尺寸的控制；通过调整移液针1

先端与点胶面 4之间的相对微小距离，可以实现胶斑尺寸的超微量调整。

[0029] 图 4 为点胶系统的整体结构示意图，玻璃微管通过夹持块固接在粗调移动定位单

元 6上，粗调移动定位单元安装在竖直固定杆（金属杆 9）上，粗调移动定位单元 6能相对金

属杆 9 移动从而带动整个超微量点胶装置上下移动，用来调整玻璃微管先端与点胶面之间

的距离。移液针固接在精密微移动单元（可以选用日本中央精机的电动式精密微动平台系

列，比如 ALZ-301-HM等）5 上，精密移动单元 5 固接在夹持块 7 上，精密移动单元 5 带动移

液针相对于夹块 7上下微动，实现连续的点胶运动。

[0030] 图 2 所示为图 1 所示的超微量点胶方法用于水平点胶面时的流程示意图；利用本

发明进行超微量点胶主要分为以下步骤：

[0031] （1）利用毛细管现象，在玻璃微管 2中充填胶液。

[0032] 如图 2中 a所示，调整点胶装置，使其玻璃微管 2的轴向中心线与点胶面 4垂直。

[0033] （2）通过调整图4所示的粗调移动定位单元6在金属杆9上的位置，使玻璃微管先

端与点胶表面的距离约为2mm处，并保证玻璃微管先端与涂胶面的距离不变，如图2中 b所

示。

[0034] （3）根据胶斑的尺寸要求，通过图4所示的精密移动单元5控制移液针轴向向下移

动靠近点胶面，调整移液针先端与点胶面之间的微小距离，通过图 4 所示的位于点胶面侧

边的高倍摄像头 10 检测移液针先端与点胶面之间的微小距离，从而控制吸附在移液针先

端的微小液滴与点胶面的接触量，满足胶斑和点胶量的要求。如图 2中 c所示，

[0035] （4）如图 2中 d所示，控制移液针轴向移动远离点胶面，移液针先端的微小液滴的

一部分残留在点胶面上，实现超微量点胶。

[0036] （5）重复步骤（2）~（4），可以完成点胶面 4内多个目标点胶位置的点胶。

[0037] 图 3 所示为图 1 所示的超微量点胶方法用于倾斜点胶面时的流程示意图；通过调

整图4所示的转动副8的角度，令点胶装置倾斜，使移液针垂直于点胶平面。采用类似于图

2所述的步骤（1）~（5），实现在倾斜点胶面上的点胶。由于胶液与玻璃微管的毛细作用，胶

液将停留在玻璃微管的出口处，而并非从玻璃微管中流出。

[0038] 本发明采用移液针穿过玻璃微管内的胶液时，移液针先端吸附的微小液滴实现超

微量点胶，最小注射量可以达到10fl。本发明提出的方法简单易行，即可以实现接触式超微

量点胶，也可以实现非接触式超微量点胶，且适用的粘度范围广；通过调整移液针先端的直

径尺寸容易地改变胶斑的大小，实现点胶量的控制；通过控制移液针先端与点胶面的微小

距离，可以实现胶斑的微调整；通过改变转动副的转动角度，可以使得点胶针在整个二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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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内都能实现微量的点胶，有效地解决了现有点胶方法难于实现超微量点胶，维护困难等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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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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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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