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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本OLED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的专著，本书内容包括技术介绍、基础知识、小分子材料、
器件与面板制程。
其中材料部分约占三分之一，包括基板，空穴注入、输运，荧光RGB、Y&W，电子输运、注入与阴极
等。
器件部分约占三分之一，包括器件结构、光电、物理、发光机制、被动与主动驱动、功率管理等。
此外，还讨论了0LED的寿命、老化机制及解决办法等。
　　本书作者长期任职于美国Kodak研究实验室，目前在中国台湾一所著名大学任教，经过多年的收
集和整理，将有关0LED科技最新的知识，包括基础的、理论的、实用化的，甚至最新的前沿动态，以
深入浅出的文字形式编写出来，是0LED有机电致发光平板显示技术领域难得的教材，可供大学高年级
的学生或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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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金鑫，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先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任博士后研究员，哈佛大
学博士后研究员，后在美国柯达公司任职，现为台湾大学显示科技研究所及电子资讯中心教授
及OLED材料与元件研究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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