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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由赵坚勇编著，是介绍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技术的通用基础教材
。
本书注重基本概念的阐述，深入浅出地讲解了OLED显示技术的基本原理、电路和应用。
全书共
8章，内容包括：OLED、PMOLED、AMOLED、OLEDoS、像素驱动电路、外围驱动电路、集成单片
外围驱动电路以及TAB、cOG、cOF连接技术的工作原理、工艺结构、应用情况及发展前景。
本书还介绍了喷墨印刷、丝网印刷、光刻技术、微接触印刷和毛细微模塑等图案化成膜技术，玻璃基
板封装、薄膜封装、真空封蜡封装、铟封接和类金刚石薄膜封装等封装技术。

《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类专业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课程教材或
高职和中专相同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从事OLED显示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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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PPP是发射蓝光的重要材料，是不溶于有机溶剂的，必须通过可溶性前聚体的方法来制备器件。
PAT具有良好的溶解性和化学稳定性，向主链上引入不同的取代基，可以很容易地对聚噻吩衍生物的
主链扭曲及共轭链长度进行控制。
PAT和PAT衍生物由于易于进行发光波长调节而成为备受关注的EL材料。
　　②聚苯乙炔类及其衍生物，如聚对苯乙炔（PPV）及其衍生物，聚噻吩乙炔（PTV）、聚萘乙炔
（PNV）、聚吡啶乙炔（PPYV）及其衍生物类。
　　PPV及其衍生物在目前研究最多，应用最广泛，也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一类聚合物电致发光
材料。
由于PPV不溶于有机溶剂，器件的制备还比较复杂。
人们通过取代基修饰或采用共聚合的策略，不仅改善了PPV的溶解性，同时有效地改变了PPV的禁带
宽度，从而实现了对发光波长的调节。
至今已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PPV衍生物。
　　③其他，如聚烷基芴、聚碳酸酯、聚醚等。
　　聚烷基芴PAF在普通的有机溶剂中有极好的溶解性能，并且在较低的温度下可熔融加工，其禁带
宽度一般大于2.90eV，作为蓝光二极管材料而备受重视。
　　（2）聚乙烯等非电致发光材料的侧链悬挂发色团的柔性主链聚合物，如聚乙烯咔唑（PVK），具
有很好的空穴传导能力，因此，通常也被用做空穴传输材料。
　　（3）在上述基本聚合物主链中引入电子传输结构或空穴传输结构的所谓多功能聚合物电致发光
材料。
　　2）发光波长调节　　聚合物电致发光材料的发光波长易于调节，目前，聚合物OLED已经得到整
个可见光范围的各种颜色，聚合物OLED器件发光波长的调节方法有4种。
　　（1）基团调节。
聚合物共轭链上引入一定的取代基，当取代基由于其空间作用或电子作用而影响到主链的共轭程度时
，聚合物的禁带宽就会发生变化。
　　（2）共轭链长调节。
改变聚合物主链的共轭长度可对聚合物的发光波长进行有效的调节。
短共轭产生蓝辐射而长共轭产生红辐射。
　　（3）掺杂调节。
掺杂调节是将发光颜色不同的有机小分子掺入聚合物中，这样聚合物发光层中就含有多种发射中心，
器件的发光波长可以很方便地用电压来进行调节。
这是一种非常简便和有效的调节发光波长的方法。
　　（4）共混调节。
共混调节是将几种具有不同发光波长的聚合物混合作为OLED的发光层，器件的发光波长就随施加电
压而改变。
　　3）提高效率　　为提高聚合物OLED的效率，首先要选择具有高量子效率的聚合物材料，材料的
纯度要高，可以避免或减少杂质猝灭中心。
通过将适当的取代基引入聚合物的方法，增大聚合物链间距离，限制载流子在链间的跳跃，提高激子
的复合概率来提高OLED的效率。
其次就是要选择适当的OLED结构，聚合物OLED结构的选择有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结构形式的选择
；二是电极材料和载流子传输材料的选择。
聚合物OLED采用何种结构形式应根据聚合物半导体性质决定。
当聚合物主要以电子导电为主时，应提高空穴的注入密度才能有效地提高发光亮度和效率，这时应加
入空穴传输层；反之，当聚合物主要以空穴导电为主时，应加入电子传输层。
当聚合物的两种导电载流子基本相当时，就可采用三层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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