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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利用光學模擬軟體，模擬背光模組及背光源，分為2個方向，1.背光板入光側V型溝槽結構之光學的模擬與最佳

化，2.微結構陣列應用於LED內部結構的模擬與最佳化。 1.背光板入光側V型溝槽結構之光學的模擬與最佳化，去探討目

前液晶面板所使用的導光板入光側之結構，並了解光源耦合效率問題，使LED的光源出射後進入導光板的光場變大，並且

檢視觀察面的光場分佈是否均勻。在此論文中我們提出使用V型溝槽作為導光板最前端的結構，以改善光源之分佈狀況，

並以V型溝槽刻痕為70°、80°、90°、100°、110°和120°等角度及斜平比為1：0至1：5來進行模擬分析，以期得到最

佳化的趨勢，進而完成光源的最佳分佈狀況。 2.模擬微結構陣列應用於LED內部結構的最佳化，發光二極體(LED)有著眾

多的優點，但由於LED晶體內的外部量子效應無法突破，使其發光效率仍有改善空間。本篇論文主要在於探討藍寶石基板

上加入微結構陣列對於提升LED發光元件外部量子效率的效果，以及其對於LED發光元件出光效率的影響，微結構陣列以

圓錐體為模組，改變圓錐體的角度θy由60°、75°、90°及高度為0.5μm至2μm來進行模擬。模擬結果顯示，於藍寶石

基板上做出微結構陣列，並選擇適當的角度及高度，可有效提升LED發光晶體的出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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