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发 光 学 报
 

 

,

祛配合物的红外有机电致发光

洪 自若
,

赵 丹
,

梁春军
,

李锐钢
,

范 摘
,

李文连
‘ ’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及物理研究所
,

吉林 长春

摘要 合成了两种三价饪配合物
,

并将其制成双层结构器件
。

氏 电子跃迁红外 发光
。

关 扭 词 饪配合物 红外发光 电致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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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得到了直流低压驱动下
,

来 自德离子 践

一 一

有机及聚合物电致发光具有驱动笔压低
、

亮

度大
、

效率高
、

易于实现彩 色化 及大面积等优

点
,

因此近年来在显示和发光领域受到广泛的重

视
。

三价稀土有机配合物作为一类发光材料
,

其

发射峰位相对稳定且谱带较窄
,

更易于实现高色

纯度的彩色显示
,

所以被采用作发光材料用于有

机电致发光的研究
。

本研究组 已经先后实现 了可

见光区域内铺的红色〔‘
、

械的绿色 和铁的蓝

色 三种颜色的窄带电致发光
。

由于惬离子是激

光晶体和玻璃中具有多个能级发射的有效的发光

中心  
,

铁配合物在红外区域内的电致发光有一

定的潜在应用价值
。

铭配合物在溶液中的光致红

外发光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有人报道〔〕
,

但

此类配合物的电致发光始终未见报道
。

而 目前研

究人员的视野 已远远超出了有机电致发光在显示

和照明领域的研究
,

正在努力实现有机材料的电

泵浦激光
。

本研究主要就实现稀土铭配合物红外

电致发光的可能性做了初步探索
。

本文中
,

我们合成 了两种三价铁的配合物
,

并

利用其制成了 电致发光器件
,

在电激发下观测到

了源于惬离子的红外发光
。

电致发光器件采用普

通的双层结构
,

以二胺衍生物  为空穴传输

层
,

祛配合物为电子传输 一 发光层
,

在
一

真空度下热蒸镀制成
。

图 材料分子式
。

制成器

件在高纯氮气气氛中封装后
,

在大气中
、

常温下测

量 光谱
。

护

、

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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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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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结构如图 所示
。

光谱测量由带有低温

探测器的  ! 光谱仪完成
。

源和光谱探测的限制
,

有待解决
,

有关铬配合物

电致发光特性的系列研究正在深入进行中
。

一

图 含 配合物的有机 器件结构

  
图 给出 此

一

加 为二

苯甲酞基甲烷
, 一

为
, 一

二 甲基
一 , 一

邻菲

罗琳 为发 射 层 的 红 外 电致 发 光 光谱
。

在

 
一 ‘
波数处 的发射对 应于 朴 离子的

氏护 电子跃迁
。

相关的光致发光及器件特性的研究因激发光

之
、 。

   
一

图 器件发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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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o kinds of trivalen t th ulium ion eom plexes used fo r org anie eleetrolum in eseen t d eviees h ave been

syn th esized
.
IR em iss ion sp eetrum fro m a bilayer strueture deviee utilizing T m co m p lexes as em itting m ate

-

ri al s h as b een observ ed fo r the firs t tim e
.
It 15 elea rly to d raw th e co n elusion that the IR em ission 15 aseribed

to the eleetro nic tra ns ition fro m 3氏 t
o 3氏

of T衬
+ ion chelated by ligands w hieh posse ss high

er ene玛y

levelof l
ow
est ex eited trip let state than th e upper level 3残

.
Intra mo 一eeu lar ene塔y transfe r 比ould take

plaee f拍m ligan d
s to een tra l ion beeause of the abse n ee of d ire et abso 印tion of T m 3

+ ion
.

K ey w ord s : T m eom Plexes; eleetro lum inese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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