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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进展

化学所在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领域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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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在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领域取得新突破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科院等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薄志山研究员

领导的课题组在有机、高分子发光材料领域取得新进展。他们采用将高效蓝光材料--聚芴，通过化学键直接连接在卟啉

核上的方法，制备得到了一系列单分散的星形芴臂卟啉齐聚物。这种新型卟啉聚合物外围的芴臂与卟啉核共轭连接，芴

臂吸收蓝光并将能量转移至卟啉核，最终发出饱和的红光。芴臂的引入使得卟啉具有相当好的溶解性，即使在膜中也不

发生聚集，发光量子效率比常用的卟啉化合物提高了一倍多。这一新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卟啉类化合物作为红光材

料使用中的问题。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化学期刊J. Am. Chem. Soc. (2004, 126, 3430-3431)上。 

    红光材料作为三原色有机发光材料之一，目前主要是通过物理掺杂的方法，将红光染料掺杂到宽带隙的主体材料中

制备，能量通过空间传递 (Foster)原理从主体材料转移至红光染料。目前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红光染料很有限，卟啉

是其中效率和稳定性较好的。但是因为通常的卟啉，如四苯基卟啉(TPP)，其自身发光效率仅有0.11，且其掺杂浓度超

过8%即发生聚集，溶解性差，使用中受到很大限制。考虑到通过化学键的能量转移速率是通过空间传递速率的近百倍，

将发光量子效率很高的蓝光材料聚芴直接连接到卟啉核上，制备得到的芴臂卟啉，其本身就是一种单分子的主-客体能

量转移体系，因其特殊的共轭结构和空间结构，一举解决了通常卟啉化合物荧光量子效率低、易发生聚集产生荧光猝

灭、溶解性差等问题。有趣的是，这种芴臂卟啉在膜中从蓝光到红光的能量转移更为彻底，当芴臂超过一定长度时就可

以得到饱和的红光，这使得其更适合于制备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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