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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人们特别考察的是在物质生产中所用的材料与工具，这是断定石器时代、青
铜时代、铁器时代⋯⋯等等的依据。
材料既是社会进化的基石，又是社会进化的标志。
20世纪的材料，如大尺寸硅单晶用作计算机芯片，它是信息产业与全球网络化的物质基础，带动了材
料及材料学进入信息材料的新阶段。
　　有机物／聚合物材料作为化工产品的中间体与终端产品，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20世纪末，有机物薄膜电致发光以及导电聚合物方面杰出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标志了有机物／聚
合物材料踏进信息材料的领域，从而开拓了全新研究与产品开发领域。
　　有机聚合物进入信息材料领域的最重要产品之一是有机发光二极管（简称为oLED）、聚合物发光
二极管（简称为PLED），及其构建的平板显示屏，这是一个人机对话的十分重要的界面。
这类产品的特点是，驱动电压低、发光亮度与发光效率高、响应速度快、工作温度范围宽、成型加工
比较简便，可以大规模与大面积生产。
平板显示屏还可以做在柔性衬底上，做成柔性器件等等，这些特点使电致发光器件存在着强劲的潜能
和巨大的市场前景。
与此同时，引起人们关注的产品稳定性差、容易老化等缺点，通过10多年的研究与开发，采取提高材
料稳定性、应用封装技术、改善器件设计等等措施，已经达到实用化的要求。
从全球范围来看，有机物／聚合物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达
到组织批量生产的阶段。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国家科技部领导下，我国科学工作者就开展
了对此领域的跟踪与创新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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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导论》共分8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电致发光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
问题;第二章主要介绍光致发光及电致发光的基本知识;第三章主要介绍电致发光的器件结构与器件物
理;第四章主要介绍电致发光的主要辅助材料;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章 则分别介绍有机小分子、高
分子、磷光及稀土配合物等4种重要的发光材料及它们在电致发光器件中的应用。
　　《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导论》图文并茂，全部内容均取自于原始文献，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可供化学专业、材料专业、器件物理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作为参考读物，
也可以供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员使用。
　　有机电致发光被普遍认为是能同时兼有全彩色、低能耗、广视角、响应快的新一代平板显示技术
，它正处于产业化的过程之中。
《有机电致发光材料与器件导论》是一部较全面地介绍这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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