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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打印显示 薄膜均匀性测试方法》

（计划编号：20213354-T-469）（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1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国家标准《打

印显示 薄膜均匀性测试方法》（计划编号20213354-T-469）由全国半导体设备

和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3）负责归口，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组织起草。

2. 主要工作过程

2021年8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立项。

2021年11月，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了工作计划和方案。

2021年12月至2022年10月，标准起草阶段，形成标准草案（工作组讨论稿）。

2022年11月2日，由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03）

组织通过网络召开了视频标准起草研讨会。来自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阿格蕾雅

光电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参会，并对标准草案提出建议及修改意见。

2023年3月，标准编制组根据讨论会修改意见及共识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形成征求意见稿。

3. 标准编制的主要成员单位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编写、修改意见的整理和标准文本修改，行业客户的信息反馈。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作为编写单位，负责调查研究，协助标准的起草和修改

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标准编制的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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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以打印显示薄膜均匀性的测试方法为基础，以科学合理、可操

作性为原则。

2. 确定主要内容的依据

目前在显示制造行业里面，新型有源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Active Matrix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AMOLED）呈现出逐渐成熟壮大的形势。AMOLED

是主动发光型的显示，具有轻、薄、低功耗、高亮度、广视角、高对比度、易柔

性化等优点。目前应用于小尺寸产品，从高端市场切入已逐渐替代 TFT-LCD显

示产品，大尺寸产品市场的份额近两年也不断扩大。AMOLED显示在大部分性

能参数上优于传统 TFT-LCD显示，但是其主要的劣势之一是制造成本高。

我国显示行业目前在研发各种新的制造技术，结合 AMOLED显示技术的性

能优势无需增加费用的打印显示迎来了产业化发展机遇，和处于产业化初期的全

球打印显示处于同步阶段，也是我国产业能否取得行业主导权的关键阶段。 随

着消费者对超薄、节能、真彩显示、柔性显示等新的显示性能的需求，打印显示

技术快速发展，打印 OLED（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有机发光二极体）显

示技术作为典型应用，有望凭其自发光、轻薄可卷曲、高对比度等特点脱颖而出，

该技术与真空蒸镀法相比，不需要掩膜板即可实现大面积发光阵列制备，与白光

OLED 相比，不需要彩色滤光片，可大幅节省生产成本并降低功耗，根据以上

特点使得该技术成为极具量产性的中大尺寸显示面板制造技术有机会引领下一

代新型显示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全球显示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企业都给予打印显示，尤其是打印

OLED 产业充分的重视。我国多家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也在同步开展柔性显

示技术和产品的研究。打印技术已成为面板制造行业升级新制造技术的主要趋

势。京东方于 2010 年开始印刷 OLED显示屏的研发工作，是国内首家进入本领

域的技术开发企业。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目前已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打印显示平

台、积累了丰富的器件、工艺开发经验，在打印 OLED 材料器件的开发研究方

面，通过结合设计与合成各功能层材料、制备高质量发光薄膜和探索印刷 OLED

器件物理机制关键技术问题，解决大面积发光薄膜中不均匀性所造成亮度不均与

低寿命,掌握印刷过程中多功能层表、界面控制的方法，优化 OLED 器件的印刷

工艺,建立打印显示薄膜一般性指导原则，实现大面积印刷薄膜的高质量均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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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标准的主要内容依据企业内部的检测评价项目并综合考虑产业链和用户的

实际使用需要。

3. 编制过程中解决的主要问题

对于打印显示薄膜均匀性的基本测试项目及测试方法，均没有统一的国家标

准与行业标准，目前各企业根据企业自身特点结合客户需求制定仅适合其本企业

的标准进行指导生产，造成市场上同系列产品在性能、使用特性上无法进行横向

直接比较，容易引起市场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印显示行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布局开展技术标准研究。

本标准主要旨在打印显示薄膜均匀性的国家标准，统一行业规范。经过研究

和试验，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

定义、4.方法原理、5.测试条件、6.测试报告。测试方法中包含的项目：子像素

内均匀性、相邻子像素均匀性、短程均匀性。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京东方集团产线对提供的打印 OLED 材料器件做《打印显示 薄膜均匀性测

试方法》的验证试验，打印显示薄膜均匀性的测定结果符合京东方集团产线对于

打印 OLED 材料器件使用要求。试验数据见下面图表。

如图一示例中，选择子像素内最低点高 10nm区域作为研究的关注点，即Δ

H=10nm。也可以选择更为严格的，如ΔH=5nm作为研究评判标准。

图 1 子像素均匀性结果

相邻子像素均匀性测试数据和短程均匀性测试数据分别如图 2和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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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表明测试方法具有重复性。

本测试方法中关于子像素内均匀性、相邻子像素均匀性、短程均匀性结果符

合京东方集团产线对打印 OLED 材料器件的内部评价要求。

图 2 相邻子像素均匀性

图 3 短程均匀性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经查询未发现本标准技术内容涉及相关专利。

五、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全球显示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企业都给予打印显示，尤其是打印OLED 产

业充分的重视，比如日本、韩国等国政府都给予了本国 OLED 产业巨大的支持。

全球显示领域的主要企业，如三星、LG、日本显示器等均对 OLED 技术及其未来

应用十分重视，投入巨资进行技术和产品开发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并试图通过掌

握核心技术来推动本国打印显示产业的迅猛发展。本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打印显

示技术的评价方法，建立符合我国技术和市场特点的标准体系，促进 OLED 印刷



国家标准报批资料

技术领域的产业链的形成，提高整体 OLED 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打印OLED

技术的进步，带动我国 OLED相关产业快速发展，缩小与国际一流企业的差距，

对提高我国打印OLED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开展国内外行业技术交流均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对促进中国打印显示行业健康发展，提高我国平板显示

行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标准支撑。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没有对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与现行国家强制性标准

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尽快发布并实施。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是推荐性标准，因此建议采用宣讲推广的方法贯彻标准。建议发布后

3 个月正式实施。

十一、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打印显示 薄膜均匀性测试方法》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