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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对苯乙炔( PPV )及其衍生物具有独特的光电性能, 是目前性能最好的电致发光材

料[ 1] . PPV 及其衍生物的合成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国内外大都采用W essling 等人发

明的可溶预聚合物法
[ 2]

, 采用这种方法的缺点是产率低, 而且需要高温聚合反应, 因此

国外竞相开展可溶性 PPV 的研究
[ 3, 4]

, M EH-PPV ( Poly ( 2-m ethoxy, 5-( 2'-ethyl ) -hexy-

loxy-1, 4-pheny lene vinylene)就是这类可溶性 PPV 衍生物. 最近我们采用脱氯化氢的方

法成功地合成一系列可溶于氯仿的 PPV 衍生物
[ 5, 6]

. 此次主要研究2-甲氧基-5-壬氧基-

聚对苯乙炔( Poly ( 2-methoxy-5-nonylo xy-1, 4 phenylene vinylene 简写成 M N-PPV)光

致和电致发光性质, 以期了解这种方法合成的可溶性 PPV电致发光器件的性质, 促进这

种聚合方法的改进和提高.

上述的 MN-PPV 样品经过红外光谱和核磁共振分析, 确定了其结构. 我们制作了

单层的电致发光器件, 其结构为 ITO/ M N-PPV/ Al, ITO 的方块电阻为60欧姆.将 M N-

PPV 溶于氯仿中 , 其浓度为2. 4mg / ml. 利用甩膜的方法涂在经过清洗后的导电玻璃上,

其厚度大约为100nm , 然后在2. 67×10
- 3

Pa 下镀铝电极, 其有效发光面积为2m m
2
. 测量

光致发光的样品是将 MN -PPV 甩在石英片上的. 利用 Fluo rolog 光谱仪测量了光致发光

和电致发光性质.

图1是 IT O/ M N-PPV/ Al的电压与电流关系,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器件有较好

的整流特性. 图2是光致发光和电致发光的光谱, 光致发光和电致发光的谱线是一致的,

说明它们的发光来自同一激发态. 在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光曲线包含两个发光峰, 可

能与其振动态有关[ 7] . 与 PPV(聚对苯乙炔)的发光谱比较, 可以发现其发光发生红移,

这与 PPV 的2, 5位烷氧取代团对PPV 共轭电子的影响有关
[ 8] . 图3是电致发光器件的注

入电流与发光强度的关系, 发光强度是这个器件的发光谱线积分强度, 可以发现电流与

发光强度呈线性关系. 这个器件在7V时起亮, 即在较暗的房间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光.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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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也可以发现在7V 时, 是一个转折点, 这说明在这时注入的电子和空穴的数目剧

增, 引起发光强度的增加. 我们制备了三个不同厚度的这种器件, 其电致发光的规律基

本一致, 只是薄的器件起亮电压低一些, 最薄的器件(大约40nm )可以在4～5伏起亮, 这

与施加在样品的电场强度有关, 因为电子和空穴的注入是一种隧穿效应所致.

图1　ITO / M N-PPV / A l器件的电流与电压关系

F ig . 1　 The cur rent-vo lta ge cha racter istics for

ITO / M N-PPV / A l device .

图2　ITO / M N-PPV / A l器件的电致发光( so lid)

和光致发光谱( dash)

F ig . 2　 EL ( solid ) and PL ( dash ) spectr a o f

ITO / M N-PPV / A l device .

图3　ITO / M N-PPV / A l器件的发光强度与电流的关系

F ig . 3　The intensity-cur rent character istics for ITO / M N-

PPV / Al device.

从上面的 MN -PPV 的光致发

光和电致发光性质的结果看, 采用

脱氯化氢的方法制备可溶性 PPV

衍生物的方法是可行的, 而且其器

件比较稳定, 为我们利用这种材料

制备其他电致发光器件打下很好的

基础. 关于这类可溶性 PPV 的光

致发光和电致发光的性质正在进一

步深入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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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oluble po ly ( 2-methoxy-5-nony lox y-1, 4 pheny lene vinylene )

[ M N-PPV ] w as synthesized by dehydr ochlor inat ion react ion. T he elet ro lum inescence

( EL) and pho to lum inescence ( PL) of this sam ple w ere studied. The resul ts show ed that

the elet roluminescence devices w ere stable. T his indicated that the route of synthesis

w as available, too. T he research of EL and PL for a series of soluble PPV derivat ives

are been doing .

Key words　elect roluminescence, solubility, PPV derivat ives

　　Received 27 Ap ril 1998

291第3期 王振家等: 可溶性 PPV 衍生物电致发光性质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