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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数字驱动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每一帧的各个子帧的发

光时段，采用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的功率信号电压Vpower施加至微发光二极管上以补

偿其在发光时段的电流衰减，从而优化显示效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数字驱动方法，将一帧划分为若干子

帧，每个子帧中进一步由寻址时段和发光时段组成：在寻址时段功率信号为0V，在发光时段

功率信号大于0V且微发光二极管有电流通过。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子帧的数目根据实际灰阶数目而

确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是指：在

发光时段功率信号采用线性、阶梯式、幂函数方式增加。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为以

时间的平方方式增加。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发光时段功率信号的增大与所述

若干子帧的时间长度比例相对应。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若干子帧的时间长度比例根据实际灰

阶数目而确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采用高电平和低电平驱动微发光二极管的灰

度显示。

9.根据权利要求1或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灰度显示通过控制流过微发光二

极管的电流的时长进行调制。

10.一种实现上述任一权利要求所述方法的像素驱动电路，其特征在于，包括：至少两

个薄膜晶体管器件和一个存储电容，其中:作为开关的第一薄膜晶体管器件的栅电极与扫

描线相连，漏电极与数据线相连，源电极与作为电流源的第二薄膜晶体管器件的栅电极相

连，第二薄膜晶体管器件的漏电极接收功率信号电压，源电极与微发光二极管的一端相连，

用于储存电荷的存储电容的两端分别连接于第一薄膜晶体管器件的栅电极和微发光二极

管的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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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数字驱动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的是一种半导体显示领域的技术，具体是一种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

数字驱动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微发光二极管(Micro-LED)是在传统发光二极管(LED)技术的基础上，将器件尺寸

加工缩小至100微米以下，以满足平板显示对像素尺寸的基本要求，现有微发光二极管显示

的驱动方式包括两种:模拟驱动和数字驱动。因为微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电压(I-V)曲线非

常陡峭，采用模拟驱动时其灰度电压值的划分精度非常高，因而对驱动集成电路的特性要

求也变得非常高，这将显著增加产品成本。因此，对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而言，数字驱动方

法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而采用数字方法驱动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时，在各子帧点亮时段，各

像素一般会存在微发光二极管电流严重衰减的问题，导致像素发光亮度的显著下降。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一种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数字驱动

方法及装置，通过Vpower电压波形对微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衰减进行补偿，使其更准确地实现

所要显示的灰度。

[0004]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发光二极管显示器的数字驱动方法，在每一帧的各个子帧的发

光(Glow)时段，采用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的功率信号电压Vpower施加至微发光二极管

上以补偿其在发光时段的电流衰减，从而优化显示效果。

[0006] 所述的微发光二极管是指用于电子显示的尺寸小于100微米的发光二极管，其驱

动信号包括但不限于扫描信号(Vscan)、数据信号(Vdata)、功率信号(Vpower)等，其中扫描

信号(Vscan)是指加载在与开关薄膜晶体管栅电极相连的扫描电极上的电压信号；数据信

号(Vdata)是指加载在与开关薄膜晶体管漏电极相连的数据电极上的电压信号；功率信号

(Vpower)是指加载在驱动薄膜晶体管漏极上的电压信号。

[0007] 所述的数字驱动方法，将一帧划分为若干子帧，每个子帧中进一步由寻址时段和

发光时段组成：在寻址时段功率信号为0V，数据信号采用数字信号，即高电平或低电平(通

常为0V)，逐行将数据信号写入各像素中，此时微发光二极管无电流通过；在发光时段功率

信号大于0V且微发光二极管有电流通过。

[0008] 所述的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是指：在发光时段功率信号采用逐渐增大的电

压值，优选线性、阶梯式、幂函数等方式增加，进一步优选为以时间的平方方式增加，从而补

偿在发光时段逐渐降低的流过微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即使微发光二极管的亮度变得更加稳

定。

[0009] 所述的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增大的功率信号，优选通过多波段信号发生电路供

给输出。技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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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采用逐渐增大的Vpower电压波形时，可以对降低的微发

光二极管电流进行有效的补偿，减小在发光时段器件电流值的降低幅度，使微发光二极管

在一帧内的亮度值的稳定性显著改善。同时，使数字驱动各子帧的亮度比例更接近于设定

值。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原理示意图；

[0012] 图中:(a)微发光二极管显示面板和像素电路示意图；(b)数字驱动波形示意图；

[0013] 图2为采用传统数字驱动方法时微发光二极管电流随时间变化的仿真结果；

[0014] 图3为本发明Ipower电压波形示意图；

[0015] 图4为实施例1的微发光二极管电流仿真结果；

[0016] 图5为实施例2的微发光二极管电流仿真结果；

[0017] 图6为实施效果与传统数字驱动技术的对比结果。

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1

[0018] 如图1所示，为本实施例涉及的Micro-LED显示的应用场景：如图1(a)所示，Micro-

LED显示背板上包括几百～几千条扫描线和几百～几千条数据线，在扫描线和数据线交叉

处便是像素电路，该像素电路一般包括2个TFT和1个电容(简称2T1C)，其中:T1起到开关的

作用，其栅电极与扫描线相连，其漏电极与数据线相连。T2起到电流源的作用，为Micro-LED

提供稳定的驱动电流。Cst电容则起到储存电荷的作用，保证T1关闭后仍有稳定的电压加载

在T2的栅电极上。

[0019] 如图1(b)所示，为Micro-LED的传统数字驱动信号。以16灰度显示为例，每一帧再

划分为4个子帧(SubFrame1，SubFrame2，SubFrame3，SubFrame4)；每个子帧又划分为选址

(Address)和发光(Glow)两个时段，其中:各子帧Address时段的时长相等，在此时段完成从

第1行至最后一行的扫描，同时根据灰度值加载适当的Vdata(图1(b)以灰度13，即二进制

1101为例)，Vpower在此时段为低电平(电压为0)；各子帧Glow时段的时长符合以下比例:

SubFrame1:SubFrame2:SubFrame3:SubFrame4＝1:2:4:8，Vpower在此时段为高电平。

[0020] 如图2所示，为Micro-LED采用传统数字驱动波形时所获得的器件电流时序图，该

结果通过仿真计算获得。在Glow时段，各子帧的Micro-LED电流(ILED)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衰

减。这是因为Micro-LED的I-V曲线极其陡峭，在Glow时段会发生较快的能量损耗的缘故。此

外，电流衰减的快慢也与存储电容值大小和T2器件参数之间有一定关系。从应用的角度出

发，通常希望ILED在Glow时段越稳定越好。一般而言，增大Cst可以使ILED变得相对稳定，但其

负面效果明显，因为像素的开口率会显著降低。

[0021] 如图3所示，为本实施例中涉及的Ipower波形。与传统的波形相比较，新的Ipower

电压值在Glow时段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逐渐增加的。具体而言，在SubFrame1，Vpower由

VMIN1逐渐增加至VMAX1；在SubFrame2，Vpower由VMIN2逐渐增加至VMAX2；在SubFrame3，Vpower由

VMIN3逐渐增加至VMAX3；在SubFrame4，Vpower由VMIN4逐渐增加至VMAX4。图3所示的Vpower电压

增加过程可以符合线性规律，也可以符合其它更加复杂的规律，也可以通过仿真实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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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点上的电压值。从原理上讲，逐渐增加的Vpower能够对Micro-LED电流的降低具有

一定程度的补偿作用，即使ILED变得更加稳定。

[0022] 如图4所示，为Vpower电压在Glow时段呈线性增加时ILED的仿真计算结果。与图2相

比较可见Micro-LED电流在Glow时段的下降幅度有所减缓，即ILED变得更加稳定了。

实施例2

[0023] 如图5所示，与实施例1相比，本实施例中的Vpower电压在Glow时段呈平方增加时

ILED的仿真计算结果可见，ILED在Glow时段不再呈现单纯的下降趋势，而是表现出先增后减

的规律。

[0024] 事实上，在一子帧时段内，Micro-LED的发光效果与其电流的时间积分成正比。因

此，这种先增后减的ILED导致的发光效果更趋近于理想值。图6为四种不同情况下的ILED时间

积分值(Integration)的仿真计算结果。其中Ideal表示理想情况，此时四个子帧的

Integration比值为1:2:4:8；Common表示采用传统Ipower波形时的结果，其四个子帧的

Integration比值为1:1.8:3.4:5.6；Linear表示Vpower电压在Glow时段呈线性增加时的结

果，其四个子帧的Integration比值为1:1.9:3.7:6.6；Square表示Vpower电压在Glow时段

呈平方增加时的结果，其四个子帧的Integration比值为1:2.1:4.1:7.2。

[0025] 综上所述，与传统Vpower波形相比较，本发明所提出的Vpower在Glow时段逐渐增

加的波形能够使其发光效果更加接近理想值，其中:呈平方增加的波形的实施效果则进一

步优于线性增加的波形。

[0026] 上述具体实施可由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宗旨的前提下以不同

的方式对其进行局部调整，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且不由上述具体实施所

限，在其范围内的各个实现方案均受本发明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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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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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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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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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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