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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薄膜作为一种创新材料，在偏光片产品制程中的应用探索日益受到关注。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偏光片的光电性能及

其应用背景、功能薄膜在偏光片产品制程中的实践、调控偏光片性质的功能薄膜应用技术研究旨在更好为偏光片产品的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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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

录（2020 年版）》明确指出全国目录继续将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

投资的重点方向，根据“引资补链”“引资强链”“引资扩链”

导向增加了相关内容。原材料领域，新增或修改高纯电子级氢氟酸、

氟化氢、特种玻璃纤维、偏光片基膜、扩散膜、掩膜版、多乙烯多胺、

高性能纤维等条目。零部件领域，新增或修改高压真空元件、特

种阀门、特种轴承、特种玻璃、轮速传感器等条目。终端产品领域，

新增或修改集成电路测试设备、L3/L4/L5 自动驾驶硬件、激光投

影设备、超高清电视、呼吸机、ECMO、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设备等

条目。二是进一步鼓励外资投向生产性服务业。全国目录将促进

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本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在扩大开放

中发展新业态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可见国家对各行各业的

重视程度，企业应该根据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促

进自身的发展。

一、偏光片的光电性能及其应用背景

（一）偏光片性能介绍

偏光片是一种重要的光电材料，以其特殊的光学特性在现代

光电技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主要是基于线偏振的基本机

制，筛选过后允许特定方向的光线通过的同时还会有效地阻挡或

减弱其他方向的光线，以此来实现光线传输的高度定向性。这种

特性使偏光片在调控光传播与反射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以此成为

优化光学性能的关键元件。偏光片在提升光学品质方面可通过精

心挑选材料与巧妙的设计结构来优化光的通道，减少能量的损失，

以此来增强显示器及触摸屏的透光性和反射效率。偏光片除此之

外还能够调节光的干涉与衍射效应，从而提升图像的清晰度和对

比度，为用户带来更加清晰、真实的视觉体验。偏光片在电学应

用的角度方面能够与导电材料进行巧妙地融合，产生具备导电特

性的复合黏膜，从而将其应用于液晶显示器、触摸屏等电子设备

中，以此来提升导电的效能，确保电信号精准、快速地为设备的

响应和平稳地运行提供一定的基础。偏光片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用

稳定的光电转换特性为设备的持久高效运作奠定基础。由此可见，

偏光片不仅在光电产品的构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还推动着显示

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更为新一代光电产品的探索与研发开辟了一

个新的方向。

（二）偏光片的应用现状

光电产品的普及不仅使偏光片在多种设备中具备很高的地位，

还在触摸屏与显示器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偏光片现如今主要应

用的领域是液晶显示器（LCD），主要运作机制是依赖偏光片对光

线投射与反射的精准控制，主要呈现方式是使图片更加高质量。

偏光片另一应用领域是触摸屏装置中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便

携式电子产品，主要呈现是通过增强屏幕的可视度和提升触控反

应速度。偏光片还有一个应用领域为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

示技术，其通过精准调控光的偏振状态，有效提升了显示器的对

比度和色彩丰富性。由此可见，偏光片的这些应用不仅能够提升

产品的显示效果，还能够为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偏光片的应用意义

功能薄膜可通过出色的机械特性和光电性能能够大幅增强偏

光片的机械强度和光学特性，以此来提升偏光片的抗拉伸强度和

加工性能，优化透光性并减少反射，使显示器和触摸屏等光电产

品的视觉体验更好，还可以改善偏光片的耐用性和可靠性，使其

在实际应用中更加稳固和持久，拓宽偏光片在高科技领域的广泛

应用前景。

二、功能薄膜在偏光片产品制程中的实践

（一）层压法与涂布法的精细工艺

一方面，层压法是通过高温高压的环境将偏光片与功能薄膜

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高质量的复合膜。这一过程中，高温热压

设备起到了关键作用，确保了两者之间的牢固黏结，同时保持了

良好的光学性能。实施时，需先清洁偏光片与功能薄膜的表面，

去除杂质，然后精准对齐，放入热压机中进行高温压制，最后冷

却定型。另一方面，涂布法是通过将光学胶均匀地涂覆在功能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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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上，通过化学或物理作用与偏光片紧密结合。在这一过程中，

偏光层材料被制成涂料通过涂布机均匀地涂覆在薄膜上，再经过

干燥和固化等工艺，使两者紧密结合，这不仅能够精确控制涂层

厚度，还能够优化偏光片的光学性能。无论是层压法还是涂布法，

在复合过程中都需要严格控制环境条件（温度、压力、涂布速度

以及干燥时间），这样才能够确保复合膜的性能达到预期，优化

其综合性能。

（二）新型功能薄膜提升偏光片光学性能的研究

实验通过特定复合工艺将功能薄膜与偏光片结合的同时并利

用分光光度计评估其透光率与反射率等光学指标。结果发现，与

未处理偏光片进行比较经新型功能薄膜处理后的样品在可见光谱

范围内透光率大幅提升，超过 90%，同时反射率显著下降，展现

出优异的抗反射特性。之后，进一步地利用干涉显微镜观测薄膜

表面的微观结构，实现该处理不仅有效降低了表面粗糙度，还增

强了偏光片的均匀性，从而全面优化了其光学表现。在这些条件下，

不仅显示薄膜技术有卓越的性能，其还能够为未来光电及触摸屏

等领域开辟广阔的前景。

（三）功能薄膜处理对偏光片力学性能的增强研究

一方面，实验结果显示，经功能薄膜处理后的偏光片，其力

学性能得到显著提升，具体表现为拉伸强度增强和延展性优化，

这主要是源于功能薄膜对偏光片内部分子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分

子排列的均匀性。另一方面，功能薄膜处理还显著提高了偏光片

的耐磨性和抗撕裂性能，确保了在实际应用中更高的可靠性和耐

久性，以此来为功能薄膜在偏光片领域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的同时还为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调控偏光片性质的功能薄膜应用技术研究

（一）功能薄膜配比与组合对偏光片性能的优化研究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不同配比的功能薄膜组合对偏光片性能的

具体影响。实验表明：1. 功能薄膜配比的调整显著改变了复合材

料的透光率与反射率特性；高配比的功能薄膜能提升偏光片的透

光性能，有效减少反射，从而增强显示器与触摸屏的视觉体验。2. 均

匀分布的功能薄膜增强了材料的韧性及抗拉伸能力，而分层堆叠

则提升了偏光片的抗弯曲强度。这种性能差异与功能薄膜在偏光

片中的排列紧密相关，均匀排列有助于分散应力，降低脆性破裂

风险。3. 通过灵活调整功能薄膜的组合策略，可以实现光学与机

械性能的最佳平衡，因此可通过不同的需求（高透明度显示屏或

需强化机械强度的场景）选择不同的功能薄膜配比与组合模式，

以达到所需的性能提升。本研究通过优化功能薄膜的配比与组合

方式，不仅提高了偏光片的整体性能，还拓宽了其在光电产品中

的应用场景。

（二）温湿度及压力调控对功能薄膜优化偏光片性能的影响

研究

功能薄膜优化偏光片应用中的温度、湿度及压力等要素有重

要的影响。其中精确的温度调控能有效增强偏光片与薄膜的结合

强度，进而维护偏光片的结构完整性；适宜的湿度环境有助于缓

解薄膜内部应力积累，以此来降低裂纹形成的可能性。在此基础

上，压力的调整对偏光片的密度与表面平整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不仅能够提升光学性能的一致性和机械强度，还能通过调整曝光

时长及光源波长来进一步细化功能膜在偏光片的效能。由此可见，

上述条件的优化不仅能够实现偏光片光学与力学性能的全面提升，

还能够在新兴光电产品领域中奠定广泛的基础。

（三）偏光片在前沿光电领域的应用与性能提升探索

偏光片因为其性能的提升，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展现出巨大的

应用价值，尤其是在柔性显示器、可穿戴设备以及虚拟现实（VR）

与增强现实（AR）技术等前沿领域。在柔性显示器方面会通过运

用可调节性质的偏光片实现曲面和折叠屏显示器来适应屏幕的弯

曲与折叠，确保在不同形态下都能呈现出清晰、稳定的图像，从

而提升柔性显示器的实用性和观赏性。在可穿戴设备方面可通过

偏光片提升显示屏的清晰度，让用户在各种场景下都能享受到更

加细腻、逼真的视觉体验，还能够增强显示屏的耐用性，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为可穿戴设备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在 VR 和 AR 设备中可运用偏光片精准地控制光的传播方向和

强度，优化图像质量，减少干扰和眩光，为用户提供更加沉浸、

真实的虚拟体验。

四、结束语

在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通过引入高透光率、抗反射及增强

韧性等功能薄膜成功提升了偏光片的综合性能，为显示器、触摸

屏等光电产品带来了更加优异的视觉体验与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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