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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來趨勢漸漸向穿透式發光元件發展，大至50、60吋顯示器，小至穿戴式裝置都可以看見它的
身影，例如:抬頭顯示器、智慧型手表... ....對於我們這項技術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原本生產OLED的廠
商也不必重買機台，更換材料即可，不只可降低更換的成本，更能提升產品的品質。在穿透式發光元
件研發成功後，必定可以加以改良各類產品達到具有穿透性或是可以做為產品調整正反出光比的一個
方法，更可以應用在可撓性大面積基板上，進而達到更廣泛的應用。
關鍵字：透明、有機發光二極體(OLED)、Indium Tin Oxide (ITO)

前言

本文

光二極體(OLED)發展，因為其生產成
本較液晶顯示器(LCD)低，且具有高達 170 度
以上的視覺廣角，在一般的文獻當中，穿透式
發光元件都是整面發光，並沒有在整面的發光
元件上定義圖形，因此我們採用黃光微影製程
(Photolithography)來定義我們需要的圖形。

現今全球面板顯示趨勢已走向有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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