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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
/7

!

,

P

抛光液处理
'4,

表面制备了有机电致发光器件
8

将
'4,

玻璃片分别放入
/7

!

,

P

水选分级后的不

同粒度的抛光液中!进行不同时间的超声处理!发现随着
/7

!

,

P

抛光液粒度不同,超声时间的不同,

'4,

的表面质

量不同!器件的性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8

经过优化发现!当
/7

!

,

P

抛光液水选分级后的粒度是
#aO

(

J

!超声时间

为
T#JNK

!采用导电层的厚度是
]#jT#KJ

!方块电阻是
X#

$

%

7

的
'4,

时!器件的亮度在同一电压下提高了三倍

多!器件达到
T##?C

%

J

! 的亮度所需驱动电压也由
5̂

降至
O5

!器件的最大亮度在
T]5

时达到了
!]""#?C

%

J

!

!最

大效率也由
!a]?C

%

/

提高至
Pa"!?C

%

/8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对
'4,

表面形貌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经过
/7

!

,

P

抛光

液处理的
'4,

玻璃片表面粗糙度降低了!粗糙度的降低有助于阳极和有机物的结合!有利于空穴的注入!从而使得

器件性能得到改善
8

关键词!有机电致发光器件&

'4,

&抛光

EE;((

$

X!O#

中图分类号!

4(P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PYXT$$

"

!##$

#

#"YTPT!Y#X

C

!

引言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来改善器件的性能!使

其更加实用化
8

通过对
'4,

表面进行处理来改善器

件的性能也是近年来人们所热衷的手段之一'

T

(

8

这

方面有许多人做了很多工作!利用等离子'

!

!

P

(

,紫外

光照射'

X

!

]

(

,热处理和酸处理'

O

(

,氧化剂等手段对

'4,

玻璃表面进行处理'

$

(

!甚至在
'4,

和空穴传输

层之间加上一层极薄的缓冲层'

"

#

T#

(

!都有助于器件

性能的改善
8

最近
+9K

:

等人'

TT

(利用
/7

!

,

P

进行机

械抛光明显地改善了器件的性能
8

在此基础上!我们

提出了用超声代替机械抛光的处理方法!使其更利

于控制处理条件!获得了较好的处理结果
8

将
'4,

的玻璃片分别放入水选分级后的
/7

!

,

P

抛光液中!

抛光液中
/7

!

,

P

的粒度分别接近
T

!

#aO

和
#aP

(

J

!

并进行不同时间的超声处理!发现随着抛光液中

/7

!

,

P

粒度不同,超声时间的不同!器件的性能都有

不同程度的变化
8

在此基础上优化实验条件!并与对

比器件在同一条件下制备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可以

观测到!经过
/7

!

,

P

处理的器件的性能得到了改

善
8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对
'4,

表面形貌进行了分

析!可以看到!经过优化处理的
'4,

玻璃薄片表面

的粗糙度降低了!粗糙度的降低有助于阳极和有机

物的结合!有利于空穴的注入!从而使得器件性能得

到改善
8

D

!

实验

实验中我们采用静置沉降的水选分级方法分别

得到
/7

!

,

P

的粒度分别是
T

!

#aO

和
#aP

(

J

的抛光

液
8

将
'4,

玻璃衬底!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反复

擦洗!并用丙酮,乙醇,去离子水分别超声
T#JNK

!最

后在烘箱中烘干待用
8

将清洗过的
'4,

玻璃片分别

浸入经过水选分级的不同粒度的
/7

!

,

P

抛光液中!

然后经过不同时间的超声处理!并将处理过的
'4,

玻璃薄片再用丙酮超声
T#JNK8

器件的制备在多源

有机分子气相沉积系统中进行
8

在制作器件的过程

中真空室的压力保持在
PbT#

[X

;G

以下!发光区的

面积为
]JJ

!

!亮度
Y

电流
Y

电压特性,色坐标及电致

发光 光 谱 由 计 算 机 控 制
H>N@F7>

E

*69<?>!X##

!

;.O]#

亮度
Y

电流
Y

电压特性,色坐标及电致发光光

谱测试系统进行测试
8

所有测量均在室温大气条件

下进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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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T

!

不同粒度
/7

!

,

P

抛光液处理器件的
E<=

和
)

Y=

曲线

1N

:

aT

!

E<=GKC

)

Y=?9<I>A6LC>IN?>AGL@><CNLL><>K@

:

<GK97G<N@

E

/7

!

,

P

B

67NAFNK

:

@<>G@>C

器件采用的是传统的简单的三层结构
'4,

%

(;M

"

]#KJ

#%

/7

c

P

%"

]#KJ

#

0N1

"

#a]KJ

#%

/78

其中

(

!

(

)

YDNAY

"

TYKG

B

F@FT

#

Y(

!

(

)

YCN

B

F>K

E

T

!

T

)

YDN

B

F>Y

K

E

TYX

!

X

)

YCNGJNK>

"

(;M

#作为空穴传输层!

@<NAY

"

"Y

F

E

C<6\

Ec

9NK67NK>

#

G79JNKN9J

"

/7

c

P

#作为电子传输

层和发光层!

0N1

作为修饰
/7

电极的材料
8

G

!

结果与分析

图
T

是用
/7

!

,

P

的粒度分别是
#aP

!

#aO

和

T

(

J

的抛光液!对
'4,

玻璃薄片进行
T#JNK

的超声

处理的器件"

3>IN?>/

!

3>IN?>M

!

3>IN?>%

#以及对

比器件"

?6K@<67C>IN?>

#的
E<=

!

)

Y=

曲线
8

从图
T

可以看出!在电压为
T#5

时
3>IN?>/

!

3>IN?>M

!

3>IN?>%

亮度分别是
T]##

!

TO$O

!

T!!P?C

%

J

!

!均超

过了
T###?C

%

J

!

!没有处理的器件的亮度仅为

PT̂aO?C

%

J

!

!在相同电压下亮度提高了
P

倍多!

3>Y

IN?>M

的最大亮度,最大效率相对比较好!分别为

TXO"#?C

%

J

! 和
PaO?C

%

/8

但在实验中发现!用不同

粒度的
/7

!

,

P

抛光液处理的
'4,

玻璃样片!在制备

器件时表面有斑点!这些斑点会造成局部电压过高

而烧毁!影响了器件的性能
8

于是选择粒度是

#aO

(

J/7

!

,

P

的抛光液!对
'4,

玻璃薄片进行不同

时间的超声处理"

]

!

T#

!

T]

和
!#JNK

#!再用丙酮进

行
T#JNK

的超声处理!所对应的器件分别为
3>IN?>

3

!

3>IN?>)

!

3>IN?>1

!

3>IN?>d

!如图
!

所示!发

现超声时间不同时器件的性能也不同!器件的亮度

在超声时间低于
T#JNK

时随着超声时间的增加而

增加!当超声时间超过
T#JNK

时反而减少!当超声

时间为
T#JNK

时!器件的亮度最大"图中的
3>IN?>

)

#!最大亮度达到
!X""#?C

%

J

!

!最大效率达到了

Pa$?C

%

/8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对不同表面性质的

'4,

玻璃样片!在同样条件下制备有机电致发光器

件!器件的性能也发生了改变
8

我们分别选择导电层

图
!

!

不同超声时间处理器件的
E<=

和
)

Y=

曲线

1N

:

a!

!

E<=GKC

)

Y=?9<I>A6LC>IN?>AGL@><CNLL><>K@

97@<GA6KN?@<>G@>C

的厚度是
]#jT#KJ

!面电阻是
X#

$

%

7

"

@FN?_

#和导

电层的厚度是
!]j]KJ

,面电阻是
T##

$

%

7

"

@FNK

#

两种
'4,

玻璃薄片用
/7

!

,

P

抛光液粒度分别是
#aO

和
T

(

J

的抛光液进行相同时间的超声处理!再进行

有机电致发光器件的制备
8

从图
P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用
/7

!

,

P

抛光液粒

度是
#aO

(

J

还是
T

(

J

厚的
'4,

玻璃片的电致发光

图
P

!

不同
'4,

表面性质的
E<=

曲线"

G

#和
)

Y=

曲线"

D

#

!

其

中
&

#

2

分别代表不同
'4,

表面性质和不同粒度的
3>IN?>

&

"

@FNK

#!

3>IN?>'

"

@FN?_

#!

3>IN?>+

"

@FNK

!

#aO

(

J

#!

3>IN?>

H

"

@FN?_

!

#aO

(

J

#!

3>IN?>0

"

@FNK

!

T

(

J

#!

3>IN?>2

"

@FN?_

!

T

(

J

#

1N

:

aP

!

E<=GKC

)

Y=?9<I>A6LC>IN?>A9ANK

:

@F>CNLY

L><>K@'4,A9<LG?>?FG<G?@><GKCCNLL><>K@

:

<GK97G<N@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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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X

!

优化处理前后器件的
E<=

和
)

Y=

曲线

1N

:

aX

!

E<= GKC

)

Y= ?9<I>AD>L6<>

"

%6K@<67C>IN?>

#

GKCD>FNKC

"

3>IN?>(

#

D

E

6

B

@NJNR>C@<>G@>C

特性都优于
@FNK

玻璃片!即
3>IN?>H

!

3>IN?>2

的

性能要好于器件
3>IN?>+

!

3>IN?>0

!也可以看到经

过处理的器件在低电压下!亮度要比
%6K@<67C>Y

IN?>

高出一倍以上!尤其用粒度是
#aO

(

J

的
/7

!

,

P

抛光液处理的器件!性能的优越性更明显
8

基于此我们选择了粒度是
#aO

(

J /7

!

,

P

抛光

液!对导电层的厚度是
]#jT#KJ

!面电阻是
X#

$

%

7

的
'4,

玻璃片进行
T#JNK

超声处理!然后再用丙酮

进行
T#JNK

超声!并与没有经过处理的样片在相同

条件下制备有机电致发光器件
3>IN?>(

!

%6K@<67

C>IN?>8

图
X

分别为处理前后的
E<=

!

)

Y=

特性曲

线!可以看到经过处理的器件!达到
T##?C

%

J

! 的亮

度所需驱动电压也由
5̂

降至
O5

!

C>IN?>(

的最大

亮度达到了
!]""#?C

%

J

!

!而
%6K@<67C>IN?>

的最大

亮度仅为
T!P]#?C

%

J

!

!器件的最大效率由
!a]?C

%

/

提高至
Pa"!?C

%

/

!器件的亮度在相同电压下大约提

高了
P

倍多
8

我们用原子力显微镜对用
/7

!

,

P

的抛光液处

理前后的样片进行了分析!图
]

和图
O

分别是没有

经过
/7

!

,

P

抛光液处理的和经过粒度是
#aO

(

J

图
]

!

处理前的原子力显微镜照片

1N

:

a]

!

/12

B

F6@6D>L6<>@<>G@>C

图
O

!

处理后的原子力显微镜照片

1N

:

aO

!

/12

B

F6@6GL@><@<>G@>C

/7

!

,

P

的抛光液处理的样片!从图上我们可清楚地

看到!处理前后!样片的表面特征发生了变化!经过

处理的
'4,

表面光滑了
8

我们分别在优化处理前后

的
'4,

玻璃片上!在同一条件下生长有机膜
(;M

!

并用原子力显微镜对表面形貌进行了分析!如图
$

所示
8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处理后表面均匀,平滑!说

明通过这种方法处理后!提高了有机膜的附着力!从

而使器件的性能得以提高
8

图
$

!

在
'4,

上生长有机膜
(;M

!经过
/7

!

,

P

处理前"

G

#后

"

D

#的
/12

照片

1N

:

a$

!

/12

B

F6@66L

:

<6S@F6<

:

GKN?LN7J 6K'4,

A9<LG?>D>L6<>

"

G

#

GKCGL@><

"

D

#

@<>G@>C9ANK

:

/7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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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结论

总之!我们用一定粒度的
/7

!

,

P

抛光液对
'4,

玻璃样片进行超声处理!当水选分级后
/7

!

,

P

抛光

液的粒度,超声时间选择合适时!能够有效地改善有

机电致发光器件的性能
8

通过原子力显微镜分析!这

样的处理使得
'4,

玻璃样片的表面变光滑!有助于

阳极和有机物的结合!有利于空穴的注入
8

此种方法

属于前处理过程!容易进行!可以在不改变器件结构

的前提下提高器件的效率!也就是说!可以使用简单

的结构来提高器件的性能!方法简单!重复性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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