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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平價直下式 高價直下式 側光式

消耗電力 較側光式少40~50% 搭載區域控制技術，耗電量較
側光式減30~50%

高

TV價格 �較側光式低

�較CCFL型TV高7~10%

最高 �較高價直下式低

�較CCFL型TV高30~40%

厚度 較側光式厚 較側光式厚，較平價值下式薄 最薄

LED顆數 較側光式少30~40% 最多 較高價直下式少

透鏡使用 有 多數無使用 無

畫質 因無搭載區域控制技
術，故遜於側光式

最佳 較高價直下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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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流程說明

導入繪圖軟體,並設計其餘部位

光學驗證

(是否與模擬相似)

設計曲面

模擬分析

(Optisworks)

設定目標
(LED、OD、Pitch、光型)

定版

(實驗模完成)

圖面設計確定

廠商打樣測試

模擬參數修改

樣品參數錯誤

pass

fail

pass

機構驗證

fail
fail

外觀自檢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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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設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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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設計

公式參考來源：Yan Xingtao,Yang Jianfeng,Zhang Guoqi,Ma Xiaolong,Cao Jie,Zhang Lei,”Freeform LED Lens 
Design Based on Longitude-Latitude Division and Tangent-Plane 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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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設計方式曲面設計方式曲面設計方式曲面設計方式：：：：運用以下公式運用以下公式運用以下公式運用以下公式(2)(2)(2)(2)跟公式跟公式跟公式跟公式(3)(3)(3)(3)，，，，以及剪切法分段設計以及剪切法分段設計以及剪切法分段設計以及剪切法分段設計Lens  Lens  Lens  Lens  

曲面的方式曲面的方式曲面的方式曲面的方式，，，，再連成單一條曲線再連成單一條曲線再連成單一條曲線再連成單一條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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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面設計(2)

� OD

� XRmax

� h

A0 A1
A2

An

� 點光源

� LENS

φ
θ

參數設定參數設定參數設定參數設定：：：：

� 目標距離：OD=20mm

� 目標半徑 ：XRmax =100mm (Uniform)

� 2nd- Lens 厚度：h=5mm

� 2nd-Lens 之折射率：n=1.49 (PMMA)

� 點光源之光型：I=I0cos
m(θ)  (m=1)

�以均勻出光為設計目標來驗證理論與模擬的差異以均勻出光為設計目標來驗證理論與模擬的差異以均勻出光為設計目標來驗證理論與模擬的差異以均勻出光為設計目標來驗證理論與模擬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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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結果與分析

Fresnel loss[1]

�忽略Fresnel loss物理現象 �無忽略Fresnel loss物理現象

[1]: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snel_eq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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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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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目標設定：：：：

� 目標距離：OD/Pitch=0.17 (圖一)。

� 目標光型 ：如右圖二。

� 2nd-Lens 之折射率：n=1.49 (PMMA)。

� 光源：匯入實測結果，如下圖三。

利用CCD分析結果，匯入OptisWorks模擬。
圖二

圖三

※感謝高定科技協提供CCD量側結果。

0 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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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目標光型

Pitch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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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1

CCD result

Simulation 
result

底部為結構參數設定

實測
匹配參數

外型吻合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了解廠商底部微結構參數了解廠商底部微結構參數了解廠商底部微結構參數了解廠商底部微結構參數

底部微結構參數修正後結果，模擬與實測相當吻合。



11

Case2

亮圈已解亮圈已解亮圈已解亮圈已解

利用Optiswork 的

逆追跡功能，快速
找到問題來源。

藍色區域，未確實粗化

Y軸 Y軸

X軸 X軸

X軸 光型 X軸 光型

亮圈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