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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OLED技术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大量使用的LED（发光二极管）技术将开幕式表演装点得美轮美

奂。在固体照明和显示领域，LED技术虽然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更新一代的照明和显示技术

OLED已经飞速发展起来。 

    邱勇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有机光电子与分子

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科技部“十一五”“863”平板显示技术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大量使用的LED（发光二极管）技术将开幕式表演装点得美轮美

奂。“鸟巢”会场中央地板的LED屏幕、表演者身上的LED装饰灯、空中升起的LED奥运五环、“鸟巢”

会场看台上的大型LED屏幕等等，都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固体照明和显示领域，LED技术虽然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更新一代

的照明和显示技术OLED已经飞速发展起来。 

 

梦幻般的显示技术 

 

OLED（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是指有机材料在电场作用下发光的技术。LED也是一种电—光转换型器

件，但所采用的是无机材料。由此可见，OLED与LED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同的是，二者都可以应用在

显示和照明领域。不同的是，在照明领域，受结构限制，LED是点光源，而OLED是平面光源；在显示领

域，LED显示屏是由发光二极管排列组成的显示器件，无法显示高分辨率的图像，而OLED是由光刻电极

基板与有机发光材料结合组成的显示器件，可以实现高分辨率的图像。 

 

OLED具有全固态、主动发光、高对比度等诸多优点，被国内外平板显示行业的专家称为“梦幻般的

显示技术”。国际社会对这项新型平板显示技术给予了高度重视。2005年，OLED被美国CNN（有线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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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列为最近25年对人类最具影响力的25大创新技术之一；2006年，OLED又被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列为十大战略技术的第三名。 

 

1997年用于车载音响显示屏的第一款OLED产品诞生。截至目前，OLED显示屏已经广泛应用于手机、

数码相机、MP3、MP4、音响、仪器仪表等中小尺寸显示领域，不久还将拓展到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彩色

电视机等大尺寸显示和柔性显示领域。2007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了11英寸的OLED彩色电视机，率先实

现OLED在电视领域的应用，其优良的画质特征彰显了OLED在大尺寸显示领域的巨大应用前景。 

 

OLED显示技术依据驱动方式不同，分为无源驱动OLED（PMOLED）和有源驱动OLED（AMOLED）两种。

与PMOLED相比，AMOLED具有更多的优势：AMOLED采用制备有TFT（薄膜晶体管）图形的背板作为显示基

板，因此可以获得更大的显示容量、更优的显示质量、更长的寿命，从而可以实现OLED电视显示。在节

能方面，AMOLED更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优势，29英寸CRT电视机的功耗在100瓦左右，40英寸TFT-LCD液

晶电视的功耗在200瓦左右，50英寸PDP的功耗在500瓦以上，而一台40英寸的大尺寸AMOLED电视，功耗

将在100瓦以下，而且因为是自发光，实际使用功耗还会更低。因此，AMOLED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

下一代平板显示技术之一。 

 

各国加快专利布局 

 

市场研究机构Displaysearch预计，今年OLED显示器产值将达到8.27亿美元，2012年将达到31亿美

元。 

 

现在，OLED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今后5～10年将会是发展的关键期。虽然OLED技术起源于欧

美，但因为成本和产业链的关系，最终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却集中在东亚，主要是日本、韩

国、中国大陆和台湾。 

 

笔者预计，2008年后OLED市场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技术上也会有新的突破。市场上中小尺寸领域

OLED会有一个大的增长，应用方面，手机主屏、数码相机、PMP、便携DVD、车载显示，特别是OLED电视

等应用领域会有更快的发展。 

 

在商业应用中，OLED经历了从PMOLED到AMOLED的发展历程。PMOLED技术较为简单，成熟较早。自上

世纪90年代至今，OLED产品以PMOLED为主。但是，随着OLED技术的进步，AMOLED迅速发展，蓄势待发。 

 

现在，世界上许多平板显示大公司都看好AMOLED的未来，纷纷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和产业化，索

尼、三星SDI、奇晶光电公司等AMOLED产品的大量上市，进一步推动了AMOLED产业和技术发展。虽然

AMOLED在生产工艺及良率方面仍需要大幅度提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问题将不断得到改善和解

决。成本也会进一步下降，并将逐步增强与LCD竞争的能力。 

 

2008年，日韩两大显示强国竞相布局大尺寸AMOLED。索尼、东芝等11家公司协同攻关下一代大尺寸

OLED面板的关键技术，以便赶超韩国。日本政府将在未来3年投入2236亿日元的科研经费。韩国三星也

计划增资5.29亿美元，投入到大尺寸AMOLED显示器研发中。 

 

全球各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在进行OLED技术开发的同时，加快了专利布局。中、美、欧、日专利局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7月，公开的OLED技术相关专利约1.6万件，其中日本约占63%，韩国约占12.8%，

美国约占12.2%，中国约占7.7%，德国约占2%。韩国、中国具有较强增长后劲，2003年以后专利申请大

幅上涨。 

 

中国如何抓住机遇 

 

中国各级政府对包括OLED在内的新型平板显示器等一批重大高技术产业化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而且

采取了一些鼓励企业研发的有力措施，如加大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等。 

 

在中国大陆，有数十家科研机构和企业从事OLED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中国OLED基础技术与国外差

距不大，研究人员在机理研究、材料开发、器件结构设计、生产工艺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大量的专利技术。 

 

中国显示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创新观念落后，企业对具有重大长远价值的、可能具有风险的技

术研究缺乏信心和耐心。OLED技术的出现为我国发展自主平板显示技术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历史机遇，我

们还在PMOLED技术开发上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面对显示产业新的机遇，我们应作好以下几方面的准

备： 

 

首先，在发展好PMOLED的基础上积极发展AMOLED。PMOLED是基础，中国与国外差距不大，PMOLED技

术和产业的发展将为发展AMOLED奠定良好的基础。AMOLED是今后OLED发展的方向。中国大陆在AMOLED研

发上还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如果中国不能加快发展，就会重蹈以前CRT和LCD时代依

赖全盘引进的覆辙。 

 

其次，加快产业化步伐。中国大陆OLED发展正处于产业化的导入期和技术的成长期，起步已经比国

外晚了，所以加快OLED的产业化步伐尤其重要。 

 

加快产业化步伐，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做好装备研究和原材料开发等产业链配套工作。中国

大陆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链发展不完善，关键的材料、设备、零组件等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这就导致产

品成本优势降低。2.政府要加大对OLED集中支持的力度，促进自主创新的平板显示技术的发展。在技术

联合方面，中国大陆大多数企业的研发能力有限，很难进行需要若干年大量资金投入的项目，AMOLED产

业的开发需要由具有在OLED和TFT方面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结成联盟，这方面首先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支

持。3.在产业链方面，需要政府制定引导性关键技术计划，加快产业配套的建设速度。4.在OLED技术研

发环境建设方面，需要打造与OLED相关的共性技术的公共研发平台。5.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加强OLED

领域的布局，形成自己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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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阅读 

 

《自然》：孙轶如等发明OLED发光器 

 

APL：科学家攻克难题 低能耗固态照明将成为现实 

 

JPC：新型发光二极管向稳定纯白光目标又迈进一步 

 

中国首条OLED完整生产线开建 

 

用于植物光生物学研究的柔性LED光源系统研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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