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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应化所白光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基础研究获进展

  文章来源：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发布时间：2012-12-19 【字号： 小  中  大 】 

日前，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在白光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的界面修饰、传输层电子掺杂、器件结构设

计与性能调控、白光发光机理研究、照明面板与灯具研制等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具有低耗、环保、安全等特点，且十分轻薄，可以柔性化和透明化，被业界普遍认为是

目前最理想和最有发展前景的照明技术之一。除此之外，OLED用作液晶显示（LCD）的背光源，不但能够进一步减小

LCD的厚度和重量，还能有效降低功率损耗，提高光的利用率。近年来，白光OLED研究已取得显著进展，但还需进一

步提高器件的性能，特别是高亮度下的功率效率和寿命。同时，白光OLED所涉及的一些基本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长春应化所科研人员通过研究白光OLED的材料、界面、器件结构和发光机制，重点探索了能提高载流子注入的

电极修饰技术和能提高载流子传输的有机半导体电子掺杂技术，设计了新型有效的白光发光层结构和叠层器件的电

荷产生层结构，优化了器件的制备工艺，全面提高了白光器件的发光效率和稳定性，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荧光型、全磷光型、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OLED以及叠层白光OLED。全荧光型白光OLED的最大效率为15.9 lm/W，达

到了国际同类水平；全磷光型白光OLED的最大效率为48.1 lm/W，亮度1000 cd/m2时效率超过了40 lm/W，达到国际

同类水平；荧光/磷光混合型白光OLED的最大效率达到了121.9 lm/W，亮度1000 cd/m2时仍然能够达到74.1 lm/W，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基于有机异质结电荷产生层的叠层白光OLED在亮度100 cd/m2时效率达到了101.5 cd/A和53 

lm/W，在1000 cd/m2时仍然可以达到99.9 cd/A和45 lm/W，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同时，研究人员开发出3英寸白光OLED照明面板，并成功试制出白光OLED照明灯具，实现了白光OLED从基础研究

向应用研究的重要转变，为OLED照明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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