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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新型平面型面发光有机发光晶体管器件结构

 有机发光晶体管作为集成电流放大功能和发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电致发光器件，被认为是开发下一代变革性显示技
术的理想器件基元。窄光谱电致发光器件在广色域显示、光通信和光诊疗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对实现更逼真的图像、
更大容量的数据传输和特殊医疗诊断等起到重要作用。通过设计合成窄光谱活性材料或引入特殊的光学设计，有机发
光二极管可以降低半峰宽至20nm~40nm。然而，目前的有机发光晶体管的半峰宽值普遍集中在30nm~90nm，不利于
实现广色域显示效果。因此，突破半峰宽低于20nm的技术瓶颈是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董焕丽课题组和天津大学胡文平课题组合作，提出新型平面型面发光有机发光晶体管器件结
构。它具有独特的水平驱动场效应晶体管和垂直发光二极管的叠层结构，赋予其本征多级光学微腔特性，在实现超窄
电致发光器件方面具有潜力。

 通过引入全反射基底和半透明顶电极，在理论模拟指导下，对于具有不同发光波长的红、绿、蓝材料，有机发光晶
体管的强微腔效应能够实现光谱的有效窄化和器件效率提升。研究表明，该方法展现出对7种本征窄/宽光谱材料的光
谱窄化效果的普适性；红、绿、蓝有机发光晶体管的最小半峰宽值分别达到18nm、14nm、13nm，相较于光致发光光
谱，最大窄化程度达68%，色域覆盖达BT.2020标准的97%。

 同时，光谱窄化效果表现出不依赖于栅压的稳定性。有机发光晶体管器件的红/绿光峰值电流效率分别达26.3cd/A、
37.3cd/A，蓝光指数达72.6，这是目前领域报道的最优值。

 上述方法为高色纯度和高效电致发光器件研究提出了新思路，并为超清显示技术研究提供了借鉴。

 近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上。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本征窄光谱有机发光晶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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