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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机电致发光(OLED)具有效率高、亮度高、发光视角宽、能耗低、主动发光、驱动电压低、响应速度
快、全彩色、易制成大面积超薄膜、柔性显示等特点，在平板显示和固态照明领域表现出了巨大的潜
在应用前景，且已成为近二十年来十分热门的研究领域。本论文通过邻位、间位和对位等连接方式构
建了一系列新型具有双极载流子传输性能的主体材料，探讨了化合物分子结构与材料热稳定性、光物
理性能和电化学性能等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化合物在电致磷光器件中作为主体材料的性能，获得了几
种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有机电致发光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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