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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光学薄膜在光电子、光通信、显示技术等领域有着广泛的
应用，其性能直接影响到器件的光学性能和使用寿命。

光学薄膜应用广泛

增透膜作为光学薄膜的一种，能够增加光学元件的透过率，
提高成像质量和光电器件的性能。

增透膜的重要性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结合了有机材料和无机材料的优点，
具有优异的力学、热学和光学性能，为高性能增透膜的制
备提供了新的思路。

有机-无机复合材料的优势

研究背景和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紫外光固化有机-无机复合增透膜方面已经开展了一定的

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通过改变无机纳米粒子的种类和含量，

可以调控增透膜的光学性能和机械性能。

发展趋势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对增透膜的性能要求也越来越高。未来，紫外光固化有

机-无机复合增透膜的研究将更加注重高性能、多功能化和环保性等方面的发展。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紫外光固化技术制备具有优异光学性能和机械性能的有机-无机复合增透膜，为高性

能光学薄膜的制备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研究内容
首先，研究不同种类和含量的无机纳米粒子对增透膜性能的影响；其次，探讨紫外光固化工艺参数对

增透膜性能的影响；最后，对制备的增透膜进行光学性能和机械性能测试，评估其应用潜力。

研究目的和内容



02 实验部分



有机硅树脂、纳米二氧化硅、光

引发剂、稀释剂等。

原料

紫外光灯、分光光度计、电子天

平、搅拌器、真空干燥箱等。

仪器

实验原料和仪器



后处理

制备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
将纳米二氧化硅和分散剂按一定比

例混合，通过搅拌和超声处理得到

分散均匀的纳米二氧化硅分散液。

涂膜
将增透膜液涂布在基材上，通过刮刀

或线棒控制膜厚。

固化
将涂布好的基材置于紫外光灯下照

射一定时间，使增透膜固化。

将有机硅树脂和稀释剂按一定比例

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有机硅树脂

溶液。

制备有机硅树脂溶液

配制增透膜液
将有机硅树脂溶液、纳米二氧化硅

分散液和光引发剂按一定比例混合，

搅拌均匀，得到增透膜液。

对固化后的增透膜进行清洗、干燥

等后处理。

实验方法和步骤



增透膜性能测试

膜厚控制

固化时间优化

原料配比优化

实验结果和数据分析

通过分光光度计测试增透膜的

透光率和雾度，评估其光学性

能。

通过改变紫外光照射时间，观

察增透膜的固化程度，确定最

佳固化时间。

通过电子天平测量涂布前后基

材的质量差，计算增透膜的厚

度，并分析膜厚对光学性能的

影响。

通过调整有机硅树脂、纳米二

氧化硅和光引发剂的配比，研

究其对增透膜性能的影响，优

化原料配比。



03
紫外光固化有机-
无机复合增透膜
制备工艺研究



紫外光固化是利用紫外光的能量引发光敏剂产生化学反应，从而使有机材料由液态转变为固态的过程。在紫外光

的照射下，光敏剂吸收光能后产生激发态分子，这些激发态分子与有机材料中的双键发生加成反应，形成交联结

构，使材料固化。

紫外光固化原理

紫外光固化的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紫外光波长、光强、照射时间、温度、湿度等。此外，光敏剂的种类

和浓度、有机材料的性质和配方等因素也会对固化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因素分析

紫外光固化原理及影响因素分析



复合增透膜结构设计
复合增透膜通常由多层不同折射率和厚度的材料组成，通过设计各层材料的折射

率和厚度，可以实现宽波段、高透过率的效果。常见的复合增透膜结构包括单层

膜、双层膜和多层膜等。

优化方法探讨

为了获得最佳的增透效果，需要对复合增透膜的结构进行优化设计。常用的优化

方法包括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粒子群算法等。这些方法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搜索最优的结构参数组合，提高复合增透膜的透过率和稳定性。

复合增透膜结构设计及优化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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