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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E. 新型有机发光材料和光电特性 
 

基于双主体系统的延迟荧光及其瞬态性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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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大学的 OPERA 实验室 Adachi等人在最近的文章中系统的研究分析了高效热激活延

迟荧光（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TADF）材料的制备原则并报道了具

有高效 TADF的发光材料，均达到了与磷光 OLED 相当的量子效率
[1]
。本文中我们采用了双主

体的掺杂系统——利用两种主体材料 m-MTDATA 及 3TPYMB形成新的激基复合物，这种激基复

合物已经被证明可以产生 TADF荧光
[2]
，并掺入荧光材料 DBP。通过 Forster能量传递，激基

复合物将俘获的三线态激子传递到荧光发光材料进行发光。通过测试材料的时间分辨发射光

谱（time resolved emission spectra ，TRES）以及器件的电致瞬态衰减曲线，对双主体

系统的发光机制进行了分析，证明双主体系统发光层中没有 TTA过程或者电荷的俘获，载流

子复合方式为积累在传输层的电子和在发光层的空穴的直接复合。 

 

图 1 器件能级结构及发光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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