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 购买全攻略之假冒、翻新货识别大法 

  买芯片，要留神！  

 

    一般购买芯片如果有上个三五十片的量，最好找代理公司或其分销商而不要

去一般“统货”柜台拿货，一般什么都作的（所谓统货）柜台上的现货基本上是翻

新货或旧货，而且他们看人报价，行家或熟人他们大多不敢太过分，但普通人他

们还是能蒙就蒙、能骗则骗了，这确实已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国人的道德崩溃是

全面的），大家要多留神。就算在这样的柜台上拿货一定要讲清楚，有坏得给换，

且记得“货比三家”。另外，成交价格应比正货价低很多才行，否则还是找正规代

理。要知道不少加工好的旧芯片进货价只是新片市场价的 10％－20％左右！  

 

    旧片拆机有两法：1、热风法，此法是正规的做法，用于较干净、整齐的板特

别是较有价值的 SMD 板。2、“油炸”法，这确实是真的，用调制的高沸点矿物油

来“炸”，极旧或很乱的垃圾板通常用此法。  

 

    在此要跟大家讲明白：旧片分离和重制过程中产生的废料若不妥善处理会严

重污染环境（含大量难降解的有毒化合物和重金属），而“妥善处理”的费用又会

高于全部回收所得，所以发达国家的某些公司宁愿花钱并出运费将电子垃圾“送”

给中国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也不愿自行处理，这里面是有“说道”的。新旧芯片间的

差价远远无法挽回环境污染的损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 

  

    芯片销售的正规代理一般在写字楼办公，中发、知春等电子市场中也有很多

经销新货的，多数在大厅周围的独立房间中，也有少数柜台，大家购买芯片时应

注意识别。  

 

    区别原装正货和翻新货的主要方法是：  

 

    1、看芯片表面是否有打磨过的痕迹。凡打磨过的芯片表面会有细纹甚至以前



 

 

印字的微痕，有的为掩盖还在芯片表面涂有一层薄涂料，看起来有点发亮，无塑

胶的质感。  

 

    2、看印字。现在的芯片绝大多数采用激光打标或用专用芯片印刷机印字，字

迹清晰，既不显眼，又不模糊且很难擦除。翻新的芯片要么字迹边沿受清洗剂腐

蚀而有“锯齿”感，要么印字模糊、深浅不一、位置不正、容易擦除或过于显眼。

另外，丝印工艺现在的 IC 大厂早已淘汰，但很多芯片翻新因成本原因仍用丝印

工艺，这也是判断依据之一，丝印的字会略微高于芯片表面，用手摸可以感觉到

细微的不平或有发涩的感觉。不过需留意的是，因近来小型激光打标机的售价大

幅降低，翻新 IC 越来越多的采用激光打标，某些新片也会用此方法改变字标或

干脆重打以“提高”芯片的档次，这需要格外留意，且区分方法比较困难，需练就

“火眼金睛”。主要的方法是看整体的协调性，字迹与背景、引脚的新旧程度不符

如字标过新、过清有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大，但不少小厂特别是国内的某些小 IC

公司的芯片却生来如此，这为鉴定增添了不少麻烦，但对主流大厂芯片的判断此

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另外，近来用激光打标机修改芯片标记的现象越来越多，特

别是在内存及一些高端芯片方面，一旦发现激光印字的位置存在个别字母不齐、

笔画粗细不均的，可以认定是 Remark 的。  

 

    3、看引脚。凡光亮如“新”的镀锡引脚必为翻新货，正货 IC 的引脚绝大多数应

是所谓“银粉脚”，色泽较暗但成色均匀，表面不应有氧化痕迹或“助焊剂”，另外

DIP 等插件的引脚不应有擦花的痕迹，即使有（再次包装才会有）擦痕也应是整

齐、同方向的且金属暴露处光洁无氧化。  

 

    4、看器件生产日期和封装厂标号。正货的标号包括芯片底面的标号应一致且

生产时间与器件品相相符，而未 Remark 的翻新片标号混乱，生产时间不一。R

emark 的芯片虽然正面标号等一致，但有时数值不合常理（如标什么“吉利数”）

或生产日期与器件品相不符，器件底面的标号若很混乱也说明器件是 Remark

的。  



 

 

 

     5、测器件厚度和看器件边沿。不少原激光印字的打磨翻新片（功率器件居多）

因要去除原标记，必须打磨较深，如此器件的整体厚度会明显小于正常尺寸，但

不对比或用卡尺测量，一般经验不足的人还是很难分辨的，但有一变通识破法，

即看器件正面边沿。因塑封器件注塑成型后须“脱模”，故器件边沿角呈圆形（R

角），但尺寸不大，打磨加工时很容易将此圆角磨成直角，故器件正面边沿一旦

是直角的，可以判断为打磨货。  

 

    除此之外，再有一法就是看商家是否有大量的原外包装物，包括标识内外一

致的纸盒、防静电塑胶袋等，实际辨别中应多法齐用，有一处存在问题则可认定

器件的货质。  

 

    另外，有些柜台在顾客坚持之下也可能拿来新货，但肯定是从那些真正做新

片的商家中拿的，但也肯定会跟顾客说去库房拿的货，大家可别当真！  

 

 

    一句话，少用翻新货！更别当“冤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