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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报道了一种具有交互穿插界面结构的有机电致发光器件(OELD：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t 
devices)， 器件以双层结构ITO/NPB/Alq3/Al为基础，通过改变NPB与Alq3、Alq3与Al的界面接触形状，在这

两个界面处构造了交互穿插层，从而改变了界面处的电荷分布和有机层中的电场分布，提高了阴极电子注入，平
衡了空穴和电子在界面处的数量，增加了激子的形成和复合概率，减小了漏电流。与传统双层结构器件相比，交
互穿插界面结构有效地降低了启亮电压，提高了发光效率，而且随着凸凹穿插数量的增加，呈现启亮电压降低，
发光效率提高的趋势，同时随着电流密度的增加，交互穿插界面结构器件表现出更稳定的光电性能。利用三缝模

板制备的器件e，启亮电压为3 V，在电流密度为54 mA·cm-2下，流明效率达到最大值，较传统结构器件a提高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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