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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在日本大阪舉辦之 XXVIth IUPAC Symposium on Photochemistry 會議，主要包含有機

發光二極體的分子與太陽能電池染料分子設計與合成，還有許多將光學反應於合成反應

的研究，更有照光反應將二氧化碳還原成一氧化碳或甲醇的反應，都讓筆者感覺的非常

的重要。會議中有些韓國學者的研究都是與三星公司直接合作的，由三星公司協助量測

藍光材料的特性與效果，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會議中也討論到經由還原二氧化碳來

生產新的能源，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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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之目的 

本次參加在日本大阪舉辦之 XXVIth IUPAC Symposium on Photochemistry 會議，主

要目的是為了瞭解更多光化學研究，如有機發光二極體、太陽能電池染料分子與

光催化反應之研究，藉由與會教授現場的演講與心得，進而更知道未來的研究方

向。 

 

二、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 XXVIth IUPAC Symposium on Photochemistry 會議在日本大阪舉辦，有超過

40%的學者都是日本人，而韓國與中國大陸學者也有不少來參加，此外還有少數

歐洲與美洲國家的學者與會。台灣在這次的會議也有不少知名學者與會，有來自

中研院、清華、交通、中央、成功、長庚、暨南…等等大學的教授。此會議共有

超過兩百場演講，其中 plenary lecture 有 8 場、invited lecture 有 11 場。此外會議

中還有特別的 young session 與 student session，是少數有給年輕學者與學生有演講

機會的會議。 

 

三、與會心得  

本次在會議中聆聽了許多知名學者的演講，讓筆者見識到了許多不同研究，其中

包含有機發光二極體的分子與太陽能電池染料分子設計與合成，還有許多將光學

反應於合成反應的研究，更有照光反應將 CO2 還原成 CO 的反應，都讓筆者感覺

的非常的重要。此次會議中有許多學者發表有關小分子 OLED 發光材料的演講與

海報，其中韓國學者 Yun-Hi Kim 教授的演講與海報，更是展現了很多讓人值得

重視的成果，而且 Yun-Hi Kim 教授更是跟韓國三星公司有直接的合作關係，所

以他的研究讓筆者有了很多新的思考方向與心得。會議中也聽到了有機薄膜太陽

能電池的相關研究成果，這些有機化合物的設計與製備方法，都讓筆者覺得耳目

一新。這次會議中有很多學者都是來自於材料科學的相關科系，所以很多的研究

是筆者很少接觸到的，所以此次會議中讓筆者了解到很多有關材料的量測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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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讓筆者對於以後在開發與研究化學材料時，可以思考材料的未來發展與應用

方向。 

 

四、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論文摘要: A series of imidazole [1,2-a] pyrimidine-based high conjugated materials were 

synthesized successfully via Buchwald–Hartwig reaction. These compounds would be 

adjusted their emission through leading into different electron-donor groups. All 

compounds were characterized by NMR, mass and elemental analysis. The optical 

properties of these materials were studied by UV/Vis and PL spectroscopic methods. All of 

these compounds exhibit the maximum absorption in the range of 340∼365 nm. The 

maximum fluorescence emission wavelength lies within 415~464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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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議  

本次會議中有特別給年輕學者與學生演講機會的 young session 與 student session，

這是國內會議中尚無發現的，這種大會的演講機會是非常難得的，或許國內的化

學年會可以參考這種模式，讓台灣的博士後學者與博士班學生有機會演講，這將

能夠大大提升年輕學者的演講能力與參加會議的動力。 

 

六、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相關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