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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从材料、器件结构、器件物理等方面介绍了有机电致发光(有机EL，也称做OLED)的原
理及物理机制，并对OLED器件的驱动(薄膜晶体管)机理，以及显示屏的构造、工作机制、制造方法等
作了详细介绍。
本书语言浅显易懂，图文并茂，并结合作者自己(日本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国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的研
究工作，对有机电致发光的研究历史、首次白光的产生过程、有机电致发光器件的产业化应用前景，
以及产业化过程中需要应对的专利策略等进行了深入而独特的介绍。

　　本书是物理、化学、材料、电子信息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从事这方面工作(
如OLED材料、装置、显示屏等)的研究者和制造商的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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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目标是长寿命化
　7.2 大型化的手段
　7.3 高效率化的方法
第8章 如何让日本在有机EL产业上取得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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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对柯达专利、CDT专利的应对策略
　8.3 集中研发的国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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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日韩企业经营者的不同
　8.6 应该更善于使用大学的智慧
　8.7 结尾：体验新的胜利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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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机电致发光:从材料到器件》译自日本有机电致发光领域的领军人物城户淳二的著作。
译者也都是国内相关领域的优秀科研工作者。
《有机电致发光:从材料到器件》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用简明的语言勾勒出了有机电致发光研究及产
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有机电致发光:从材料到器件》对于物理、化学、材料、电子信息专业的研究生，以及从事有机电致
发光材料、装置、显示屏等研发工作的研究者，都能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同时，也是面向具有一些
物理、化学知识的读者的优秀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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