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團隊研發雙硼材料 OLED效能破世界紀錄 

 

本校化學系鄭建鴻教授、劉瑞雄教授與材料系林皓武教授組成團隊，以第三代「雙

硼材料」成功開發出新一代超高效能綠光 OLED（有機發光二極體）元件，發光

效率達到 38%，效能創下新的世界紀錄；且製作成本預估僅為第二代材料的五分

之一，對環境汙染也大幅降低。 

 

這項傑出的研究成果登上國際光電領域排名第一的《自然光電》（Nature 

Photonics）期刊，除令期刊審委會驚艷，並回函指出此項元件效能已超越過去

的紀錄，是「清華之光」，也是「台灣之光」。 

 

OLED具備輕薄、自發光、平面光源、色彩豔麗等優勢，可應用於手機螢幕、高

畫質電視、照明、VR虛擬實境及 AR擴增實境，未來還可望以此造出科幻電影中

透明且可彎曲的顯示螢幕。 

 

劉瑞雄教授說，OLED 面板技術競爭激烈，韓國三星、LG及中國大陸的和輝光電、

華星光均大舉投入，取得不少專利技術，相較之下，台灣在此領域的發展則顯落

後，也令清華團隊興起以研發實力助台灣面板及照明產業急起直追的念頭。 

  

主持這項研究的鄭建鴻教授表示，清華團隊在科技部支持下，著手發展發光材料

已超過 15年，如今整合他與劉瑞雄、林皓武老師實驗室的專長，包括材料設計

合成端、元件開發製程與先進量測技術等，研究終於獲得突破，開發出高效的「新

型雙硼發光材料元件」。 

 

鄭建鴻教授分析，市面上 OLED發光層多由螢光或磷光材料組成，第一代螢光元

件發光效率不高，約只有 5%；第二代磷光元件發光效率提升到 20%，但須使用銥、

鉑等稀有貴重金屬，成本太高。因此，近年許多實驗室投入研發成本較低、由純

有機材料組成的第三代「熱活化延遲螢光（TADF）」發光材料，目前發光效率已

與第二代磷光元件表現相當，但高亮度卻遭遇嚴重效率衰退的問題。 

 

因此，清華團隊決定另闢蹊徑，開發低成本的雙硼材料來打造 OLED元件。新型

雙硼材料由吳典霖博士後研究員合成與設計，黃敏傑博士後研究員進行材料分子

的理論計算與分析，再經由林致鈞博士設計與優化的元件結構突破了傳統螢光與

磷光 OLED的外部量子效率限制，配合團隊中黃佩芸同學精湛的元件製程與周子

喻同學純熟的光學量測技術，成功製作出發光效率達 38%的高效能 OLED元件，



且亮度達 1000 cd/m2時也僅有 0.3%的效率衰減，此項突破將新世代「純有機」

發光材料實用性向前推進一大步。 

 

林皓武教授表示，雙硼材料藉由設計材料的棒狀分子結構可以使材料在熱蒸鍍環

境中傾向水平排列於元件表面，降低元件內部出光的折射逸散損失，進而增加元

件效率。經由陳鄭仁武同學操作實驗室自行架設的變角度螢光量測系統，可以進

一步確認雙硼材料高達 84%平躺於基板。 

 

這項研究將由劉瑞雄教授主持的「前瞻物質基礎與應用科學中心」計畫繼續研發，

朝材料衍生化與延長 OLED 使用壽命發展。雙硼材料由常見的碳氫硼氮元素所組

成，合成步驟相當簡易，可大量生產，大幅降低 OLED 關鍵發光材料的成本。此

項材料設計與 OLED應用已申請並獲國內專利，正在申請美、日、中國大陸專利，

估計兩年內可商業化。 

 
清華團隊開發雙硼材料高效能 OLED元

件，放出綠光照亮清華校徽。此照片刊

登於自然光電期刊中。 

 

本校化學系鄭建鴻教授展示高效能

OLED材料，分別發出綠光、橘光。 

 
本校研發出新型雙硼材料 OLED材料，研

究成果在科技部發表。前排左起本校化

學系劉瑞雄教授、陳信文副校長、吳典

霖博士後研究員、化學系鄭建鴻教授、

 

本校研發出新型雙硼材料 OLED材料，

研究成果在科技部發表。照片左起材

料系林皓武教授、化學系鄭建鴻教



材料系林皓武教授 授、科技部自然司司長吳俊傑、陳信

文副校長、化學系劉瑞雄教授。 

 

雙硼材料分子結構與發光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