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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有机电子学概论》一书即将出版之际，作者认为有必要将一些相关问题，简单地加以说明。
　　首先，是本书的书名。
近年来“有机电子学”一词的应用十分广泛。
不论在有关的学术专著、科学论文或商业广告上，都可见到大量的以“有机电子学”一词来泛称相应
的材料，或相关器件的开发与研究。
甚至，如PPV的发明人之一，英国剑桥大学的R. Friend教授，也在为“Physics Today”所撰写的文章
“An Organic Electronic Primer”中以有机电子学作为文章的题目名称。
 因此，本书用《有机电子学导论》作为书名，似无不可。
但仔细想来，它多少存在些问题。
因为从内容上看，本书所侧重的是对有机电子器件的材料，器件的制作和原理，以及所涉及的相关机
制问题的讨论。
它与以研究电子元件、线路、网络等问题为主线的传统电子学，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可以看出：用“有机电子学”来概括以有机分子和高分子材料为基的电子器件及相关问题，似
乎并不全面。
当然，在器件的制作中也会涉及对基本电子元件问题的一些讨论。
　　其次，本书是一本属于编著性的书籍。
虽说书中的部分内容与作者过去的研究工作相关。
但更多的内容则是参考和借鉴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的研究论文和相关的综述文章。
作者等不敢掠他人之美，特于此郑重地加以说明。
　　本书共分十章。
前五章属于基础性部分，内容包括：有机电子学的一般性讨论；光化学与光物理，以及有机电子器件
中的材料及电子过程等。
由于电子材料与器件往往和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相联系，如OLED，有机半导体激光器，以及光生伏打
效应——有机太阳能电池等。
因此，本书特别对光化学及光物理相关的基础问题介绍，给以较多注意。
同时也适当地对有关器件制作和器件工作中存在的诸如：有机异质结的形成；电子与能量的转移；有
机材料中载流子的输运、等与物理及物理化学有更多联系的问题进行介绍。
后五章则是对具体有机电子器件的讨论，内容包括：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OLED）；有机场效应晶
体管(OFET)；有机光生伏打电池；荧光化学敏感器；有机半导体激光器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对本书材料的组织上，除注意有关内容的介绍外，还对研究体系中所出现的某些新
的科学现象比较重视。
例如在器件内，在固体材料主-客体系中所出现的新的能量转移机制等。
这里可以看出：虽说“有机电子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在其研究和开发过程的大量工作中
，仍然会对基础科学提供有价值的规律性结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承化学工业出版社编辑的大力支持与鼓励，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者等
深表谢忱。
作者也衷心感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对于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出版经费的支持。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有机电子学”不仅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还是一门综合了诸如有机化
学、导电高分子化学、材料科学、光化学与光物理、半导体物理学，以及界面物理与界面化学等多种
学科交叉的边缘科学。
限于作者的知识与水平，在本书的编写中，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
尚祈读者不吝指正，是以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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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电子学中涉及有机导体和超导体、有机半导体、有机绝缘体等方面的研究，目前有机电子学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有机半导体等领域，相关的材料和器件的应用研究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本书重点阐述了有机电子器件的材料、器件的制作和原理及所涉及的相关机制问题。
主要内容包括：有机电子学的一般性讨论；光化学与光物理，以及有机电子器件中的材料及电子过程
等。
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OLED）；有机场效应晶体管；有机光生伏打电池；荧光化学敏感器；有机半
导体激光器。
     本书适合化学、物理、材料、电子学等领域的研究生及科研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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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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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衰变   4.4 具有反式苯乙烯类结构的发光化合物   4.5 扭曲的分子内电荷转移   4.6 环境因素对有机化
合物发光行为的影响   4.7 有机化合物的发光行为与溶剂极性的关系   4.8 发光化合物的分子构象和发光
行为的关系   参考文献 第5章 有机电子材料的电子过程   5.1 引言   5.2 有机电子器件电流-电压关系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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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OLED的器件结构   6.3.1 器件中的异质结和能级关系   6.4 高分子的电致发光器件和发射磷光
的OLED   6.5 器件量子产率的提高   6.6 有关OLED的老化和破坏问题   参考文献 第7章 有机场效应晶体
管 第8章 有机光生伏打电池 第9章 荧光化学敏感器 第10章 有机半导体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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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有机半导体材料载流子的传输问题，有过大量的模式。
从有机半导体材料较低迁移率的实验事实出发，几乎所有提出的模型都是以多次捕获和多次释放载流
子的跳跃模式来解释和讨论其机制。
这实际上对TFT中无定形硅材料载流子的传输机制讨论具有相同的形式。
因此可以说，对有机半导体内载流子传输问题的讨论，是以无定形硅载流子传输的认识为基础的。
有关这种传输类型，存在着两种看法：即无序理论和极化子理论。
这里仅对后者进行讨论。
按照极化子传输理论，可以认为载流子运动和分子振动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即存在着电子和声子之
间的强烈作用。
在有机半导体材料中，通过电子转移可以实现载流子在固体内分子结点处的定域（形成极化子），并
同时引起分子几何状态的变化。
这种状况和分子发生电子转移时出现的分子重组相类似。
通过载流子与声子的作用，可以进一步使分子发生更大的形变，引起载流子向另一分子结点的跳跃，
实现载流子的传输。
图1．19中列出的是分子被激发而形成激发态或接受电子而形成荷电状态时，势能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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