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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液晶显示的全新技术!而
=>?@

中的有机电致磷光器件是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有机电致磷光器件的发光层往往采用主客体掺杂体系!主客体分子内的能量传递是磷光发

光体分子被激发的主要途径!因此选择吸收能量和传递能量好的主体材料是改进有机电致磷光器件性能的

主要途径之一"文章分别以
A$B

和
CDA

作为主体材料!以磷光材料
E1

#

))3

$

F

和荧光材料
G:H1.5.

作为掺杂

剂!制备了不同配比的器件!研究了主体材料和掺杂剂之间的能量传递特性"结果发现!这两种主体材料分

别通过
E1

#

))3

$

F

向
G:H1.5.

传递能量是主要的能量传递机制!而且
CDA

作为主体时能量传递比
A$B

更充

分"另外掺入
E1

#

))3

$

F

后的器件比不掺
E1

#

))3

$

F

的器件在相同电压下的光功率明显增强"当我们增加

E1

#

))3

$

F

的浓度时!相同电压下的光功率下降!浓度猝灭效应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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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小分子)高分子电致发光器件具有驱动电压低*发

光亮度和发光效率高*视角宽*响应速度快*全固化主动发

光*可制作在柔性衬底上等优点+

#*F

,

!因此有望成为取代液

晶显示器的新一代产品"但是目前有机小分子和高分子电致

发光器件的发光效率还比较低!器件的综合性能距离实际的

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原因有两个(一是器件的稳定性问

题!器件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二是效率问题!三线态激

子的能量没有充分利用"最近几年发现有机磷光材料与宽禁

带主体材料进行掺杂!由于磷光材料重金属原子效应!打破

了自旋轨道耦合作用!可以有效利用三线态激子的能量"但

在室温下有效释放磷光的有机化合物不多!而有效的荧光材

料则比较容易得到"

!,,,

年!

Q%11.20

等+

;

,提出了磷光敏化

剂的建议!将磷光材料与合适的荧光材料掺入到小分子或者

高分子主体中!这种磷光材料可以大大提高荧光材料的量子

效率!这就是磷光敏化剂的作用"而且
Q%11.20

+

;

,还用主体材

料
CDA

*绿色磷光材料
E1

#

))3

$

F

和红色荧光材料
@CR

!

证明

了三者之间的能量传递过程和磷光材料的敏化剂作用"最

近!一些研究组也报道了利用能量转移来改善器件的性

能+

+*##

,

"

在磷光电致发光器件的发光层中!主客体分子内的能量

传递是磷光发光体分子被激发的主要途径!因此选择吸收能

量和传递能量好的主体材料是改进器件性能的主要途径之

一"本文研究了以磷光材料
E1

#

))3

$

F

作为敏化剂!同荧光材

料
G:H1.5.

在不同主体材料
A$B

和
CDA

中的能量传递过

程!进而增强器件的发光性能"

#

!

实
!

验

!!

分别以
A$B

和
CDA

作为主体材料!以磷光材料
E1

#

))3

$

F

和荧光材料
G:H1.5.

作为掺杂剂!分别溶于氯仿中!

配成混合溶液后制备了下面两种器件"

器件
#

(

EI=

)

A$BSG:H1.5.SE1

#

))3

$

F

#

#,,S+S!

$)

DCA

#

#,5N

$)

7&

TF

#

!,5N

$)

7&

%

器件
!

(

EI=

)

CDASG:H1.5.SE1

#

))3

$

F

#

#,,S+S!

$)

DCA

#

#,5N

$)

7&

TF

#

!,5N

$)

7&

"

其中
!

为掺杂质量比例系数"器件制备过程如下(首先

将
EI=

玻璃衬底进行彻底清洗!然后旋涂发光层成膜!接着

利用热蒸发的方法依次蒸镀
DCA

!

7&

TF

和
7&

!

DCA

和
7&

TF

分别作为空穴阻挡层和电子传输层"利用热蒸发的方法制备



时!所用仪器的腔体的真空度保持在
#U#,

VF

A4

!有机物的

蒸发速率保持在
,',F

"

,',K5N

-

2

V#

!材料的沉积速率是由

晶振测厚仪来监测的"电致发光#

?>

$光谱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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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45AG*K+,CC@

测试!电流
*

电压
*

亮度特性用
B.80P&

3

!FJ

-%:1/.R.42:1.X580

测试"所用的材料的分子结构如图
#

所

示!器件结构图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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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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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材料通过
!"

!

##$

"

%

向
&'(")*)

的能量传递

为了研究不同主体材料同
E1

#

))3

$

F

和
G:H1.5.

之间的

能量传递!我们首先测试了不同主体材料的光致发光光谱和

E1

#

))3

$

F

和
G:H1.5.

的吸收光谱!如图
F

所示!

A$B

和
CDA

的典型激子发射峰分别位于
;#,

和
FJ,5N

处"它们的光致

发光光谱和
E1

#

))3

$

F

的吸收光谱的重叠面积远大于它们和

G:H1.5.

的光谱重叠面积"根据
Q%120.1

共振能量转移理论!

光谱重叠面积越大!能量转移概率越高"因此!

A$B

和
CDA

分别作为主体材料!共掺杂
E1

#

))3

$

F

和
G:H1.5.

作为发光层

时!

A$B

和
CDA

向
E1

#

))3

$

F

以
Q%120.1

形式传递

-.

/

0%

!

@A:;@BC

!

2D@6*>!"

#

##$

$

%

6*>6(8:"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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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

#

(

A>%YA$B

%

!

(

A>%YCDA

%

F

(

7H2%YE1

#

))3

$

F

%

;

(

7H2%YG:H1.5.

%

+

(

A>%YE1

#

))3

$

F

能量比向
G:H1.5.

传递能量更有效"作为发光层中的共掺杂

剂!

E1

#

))3

$

F

和
G:H1.5.

之间是否也存在能量传递. 如图
F

所示!

G:H1.5.

在
+,,

"

++,5N

之间有两个明显的吸收峰!

说明其在
+,,

"

++,5N

之间有较大的吸收"而
E1

#

))3

$

F

的光

致发光峰位于
+#,5N

+

#!

,

!这个发射同
G:H1.5.

的吸收光谱

有很大的重叠!说明
E1

#

))3

$

F

和
G:H1.5.

之间可以发生
Q%1*

20.1

能量传递"因此
A$B

和
CDA

分别作为主体与
E1

#

))3

$

F

和
G:H1.5.

共掺作为发光层时!均有通过
E1

#

))3

$

F

向
G:*

H1.5.

传递能量!而且是主要的能量传递机制"

<0<

!

两种不同主体材料中能量传递的比较

主体材料
A$B

和
CDA

分别与
E1

#

))3

$

F

和
G:H1.5.

共掺

作为发光层时!我们比较了两种主体材料对
G:H1.5.

的能量

传递"

G:H1.5.

在这样的掺杂体系中的发光来源可以分为三

部分!一小部分来自于自身分子对电子空穴的捕获!另外两

个来源!一是主体材料对
G:H1.5.

的能量传递!二是主体材

料通过
E1

#

))3

$

F

对
G:H1.5.

的能量传递!后者在图
F

中已经

证明过"对
G:H1.5.

的发光亮度贡献最大的是后两个能量来

源!为此!我们测试了
A$B

)

CDA

(

G:H1.5.

#质量比为
#,,S

+

$和
A$B

)

CDASG:H1.5.SE1

#

))3

$

F

#质量比为
#,,S+SF

$

作为发光层的电致发光光谱!如图
;

和图
+

所示"其中图
;

的光谱以
G:H1.5.

的发光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当
A$B

作

为主体时!不仅有位于
++<5N

处
G:H1.5.

的发光!还有位于

;#,5N

处
A$B

的发光"而
CDA

作为主体时!只有
G:H1.5.

的发光!

CDA

的发光基本看不到"这说明
A$B

和
CDA

分别

-.

/

0E

!

F7)59":7'4.*)85)*5)8

#

)59"6:;@BCG

&'(")*)6*>2D@G&'(")*)

#

(

CDASG:H1.5.

%

!

(

A$BSG:H1.5.#,,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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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59":7'4.*)85)*5)8

#

)59"6:;@BCG&'(")*)G

!"

#

##$

$

%

6*>2D@G&'(")*)G!"

#

##$

$

%

#

(

CDASG:H1.5.SE1

#

))3

$

F

%

!

(

A$BSG:H1.5.SE1

#

))3

$

F

#

#,,S+SF

$%

#!$

与
G:H1.5.

掺杂作为发光层时!

CDA

向
G:H1.5.

传递能量比

A$B

向
G:H1.5.

传递能量更充分"

!!

当发光层为
A$B

)

CDASG:H1.5.SE1

#

))3

$

F

#质量比为

#,,S+SF

$!器件的电致发光光谱如图
+

所示!光谱以
E1

#

))3

$

F

的发光峰进行了归一化处理!有图可知!电致发光中

既有
E1

#

))3

$

F

的发光!又有
G:H1.5.

的发光"在
E1

#

))3

$

F

相

对发光强度为
#

的情况下!

CDA

作为主体时
G:H1.5.

的相对

发光强度是
A$B

作为主体时的
!'F

倍"这说明
E1

#

))3

$

F

向

G:H1.5.

传递能量时!

CDA

作为主体比
A$B

作为主体更充

分"

!!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得出!主体材料
A$B

和
CDA

分别与

E1

#

))3

$

F

和
G:H1.5.

共掺作为发光层时!

G:H1.5.

的发光除

了小部分来自于自身分子对电子空穴的捕获和主体材料对

G:H1.5.

的能量传递外!还有主体材料通过
E1

#

))3

$

F

对
G:*

H1.5.

的能量传递!并且
CDA

作为主体通过
E1

#

))3

$

F

向

G:H1.5.

传递能量比
A$B

作为主体更充分"为了进一步证明

这个结论!我们测试了两种主体材料分别掺入不同比例

G:H1.5.

和
E1

#

))3

$

F

的器件的光功率
*

电压特性曲线!如图
K

所示"

-.

/

0I

!

@:J)"K?:796

/

)536"659)".89.58:;>.;;)")*9FLA

#

(

CDASG:H1.5.

#

#,,S+

$%

!!!!!!!!!!

!

(

CDASG:H1.5.SE1

#

))3

$

F

#

#,,S+SF

$%

F

(

A$BSG:H1.5.

#

#,,S+

$%

;

(

A$BSG:H1.5.SE1

#

))3

$

F

#

#,,S+SF

$%

#+$

!!

由图
K

首先可以看出!主体材料无论是
A$B

还是
CDA

!

在和
G:H1.5.

共掺的基础上!掺入适量浓度的
E1

#

))3

$

F

后!

在相同电压下器件的光功率均比不掺入
E1

#

))3

$

F

的器件强!

这是因为
E1

#

))3

$

F

的敏化作用均增强了主体材料到荧光材

料
G:H1.5.

的能量传递"由前面的讨论可知!两种主体材料

到
E1

#

))3

$

F

都有
Q%120.1

能量传递发生+

#F*#+

,

!除此而外!在

电激发下!主体材料和
E1

#

))3

$

F

之间还存在三线态之间的

@.Z0.1

能量传递!也就是说!

E1

#

))3

$

F

的激发是来自主体材

料单线态和三线态激子的退激发!而后激发了的
E1

#

))3

$

F

将

能量传递给荧光材料
G:H1.5.

!使得所有能量都能有效地利

用!从而减少了器件内某些能量的损耗!提高了器件的光功

率"在未掺杂
E1

#

))3

$

F

的器件中!主体材料和
G:H1.5.

只能

发生单线态之间的
Q%120.1

能量传递!不能充分利用主体材

料的三线态激子能量!因而!在相同电压驱动下发光强度

弱"

另外从图
K

中还可以得出!

CDASG:H1.5.SE1

#

))3

$

F

作

为发光层时与
A$BSG:H1.5.SE1

#

))3

$

F

作为发光层时相

比!前者在相同电压下的光功率明显增强"在电压为
#;$

时!前者的光功率是后者的
K

倍!而且前者的启亮电压比后

者降低了将近
!$

"这也证明了
CDA

作为主体时比
A$B

作

为主体时器件的性能更强"

当我们增加
E1

#

))3

$

F

在发光层中的掺杂比例时!在同样

条件下得到了如图
<

所示的光功率
*

电压特性曲线"实验发

现
E1

#

))3

$

F

浓度增加后!光功率没有增强反而下降"原因可

能是随着
E1

#

))3

$

F

掺杂浓度的增加!有机分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增强!浓度猝灭效应增强!导致器件性能的下降"

-.

/

0M

!

@:J)"K?:796

/

)536"659)".89.58:;

FLAJ.93>.;;)")*95:*5)*9"69.:*

#

(

CDASG:H1.5.SE1

#

))3

$

F

#

#,,S+SJ

$%

!!!

!

(

CDASG:H1.5.SE1

#

))3

$

F

#

#,,S+SF

$%

F

(

A$BSG:H1.5.SE1

#

))3

$

F

#

#,,S+SJ

$%

;

(

A$BSG:H1.5.SE1

#

))3

$

F

#

#,,S+SF

$%

#+$

F

!

结
!

论

!!

本论文中!我们制备了两种结构相同的有机电致发光器

件!在这两种器件中!发光层中的主体材料不同!掺杂材料

相同"主体材料分别为
A$B

和
CDA

!掺杂材料均为
G:H1.5.

和
E1

#

))3

$

F

"通过吸收和光致发光特性的研究发现!这两种

主体材料和
E1

#

))3

$

F

及
G:H1.5.

之间均可以发生能量传递!

F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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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主体材料和
E1

#

))3

$

F

之间的能量传递要强于和
G:H1.5.

之间的能量传递!并且
E1

#

))3

$

F

和
G:H1.5.

之间也可以发生

能量传递"在相同电压的激发下!掺杂
E1

#

))3

$

F

的器件比不

掺
E1

#

))3

$

F

的器件光功率增强!在光谱中均探测到了

G:H1.5.

在
++<5N

处的发光!共掺杂
E1

#

))3

$

F

后
G:H1.5.

的

发光增强!证实了这两种主体材料通过
E1

#

))3

$

F

向
G:H1.5.

传递能量是主要的能量传递机制!同时证明了
E1

#

))3

$

F

的敏

化作用!并且主体
CDA

向蝉杂剂的能量传递比
A$B

更充

分"当
E1

#

))3

$

F

的掺杂浓度增加时!相同电压下的光功率下

降!器件性能下降!发生了浓度猝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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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关于召开&第
1Q

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暨第
1Q

届原子光谱学术会议'的征文通知

#第一轮通知$

!!

中国化学会决定于
!,,"

年
#,

月中旬在风景秀丽的历史文化名城000扬州召开&第
#,

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暨第
#,

届原

子光谱学术会议'!并委托扬州大学负责筹办"会议将就我国自上届学术会议以来分析化学学科的新成就*新进展及我国分析

化学学科的发展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会议将组织分析化学前沿的专题报告*分组报告和讨论!并邀请部分国外学者和海外

华裔学者与会"热忱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和参加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

#

$原子光谱分析法%#

!

$分子光谱分析法%#

F

$色谱法与分离科学%#

;

$电分析化学法%#

+

$波谱法#包括顺磁*核磁共

振$%#

K

$质谱分析%#

<

$过程分析%#

J

$联用方法与自动化分析%#

"

$痕量分析%#

#,

$形态*表面及结构分析%#

##

$生物分析化

学%#

#!

$临床与药物分析%#

#F

$环境分析化学%#

#;

$食品分析%#

#+

$芯片分析%#

#K

$纳米分析化学%#

#<

$分析仪器及装置%

#

#J

$质量控制%#

#"

$化学与生物信息学%#

!,

$有关分析化学的其他研究"凡已在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会议上报告过的论文不

在应征之列"

二(征文要求

应征论文须用
\%16

软件编辑!包括题目*作者*单位*必要的图表*结果和讨论*主要参考文献#

!

"

+

篇$!用
7;

纸打

印!版心尺寸为
#+/NU!;/N

!标题用小三号黑体!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全文#包括图表$约为
#,,,

"

#+,,

字!请勿超过两

页"文末须附英文题目*作者姓名和单位"截稿日期(

!,,"

年
J

月
F,

日"

三(收稿地址

稿件请用挂号信邮寄至江苏省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化学化工学院!朱霞石*徐琴同志收#邮编
!!+,,!

$!并在信封上注明

&会议征文'和通讯联系人详细地址*邮编及
.*N48&

地址"也可以附件直接发至(

Y.5Z8

!3

O:].6:]/5

电子信箱"有关稿件的处

理意见*会议具体日期*地点及注册费用等项事宜请见第二轮通知"筹备组联系电话(

,+#;*J<"<!,F;

!

#F#"K;"!J,K

#朱霞

石$"

会议网站(

P00

)

())

4/]

3

O:].6:]/5

本会欢迎国内外分析仪器公司*厂商到会介绍和展出产品!有关具体事宜请与筹备组联系"

会议筹备组联系人(王
!

胤
!

,+#;*J!#+J<J#

!!

传真(

,+#;*J<"<+!;;

第
#,

届全国分析化学年会筹备组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扬州大学分析测试中心代章

+

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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