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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名稱

影像顯示裝置及顯示面板

IMAGE DISPLAY APPARATUS, DISPLAY PANEL
(57)摘要

在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之顯示面板(2)之中，左眼畫素(4L)和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並且具 

有近似於梯形的形狀。子畫素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其具有上底和下底，大體上平行於X軸， 

並且具有斜邊，傾斜於與Y軸方向不同之方向上。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於近似於梯形之形狀 

的銳角部位。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用以產生影像顯示裝置之和緩的亮度(brightness)和照度 

(luminance)分佈，因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且3D影像干擾能夠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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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3a ：圓柱透鏡

4:顯示單元

4':顯示單元

4L :左眼畫素

4L':左眼畫素

4R :右眼畫素

4R':右眼畫素

76 :遮蔽部

A :點

A':點

a-a -中心線

B :點

B':點

b-b':中心線

D :點

D':點

E :點

E':點

Ο :點

WXL :左眼畫素孔洞 

在X方向的寬度

WXR :右眼畫素孔洞

在X方向的寬度

XI :非重疊區域在X 
方向的寬度

Xct2 :重疊區域在X
方向的寬度

Xdot : X軸方向中子

畫素週期

Y1 :孔洞垂直寬度

Y2 :孔洞垂直寬度

Y3 :孔洞垂直寬度

Ydot : Y軸方向中子

畫素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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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ot〜X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Yl, Y2, Y3〜孔洞垂直寬度；

Ydot〜Y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五、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六、 發明說明：

本說明書乃基於2010年9月15日提申之日本專利申 

請案（申請案號：201 0-207309），並包括其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圖式以及摘要。上述所列日本專利申請案全體皆 

引用作為本說明書的揭示內容。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有關於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以及適用多重觀察位 

置而顯示不同影像之顯示面板，特別相關於顯示高畫質三 

維影像的顯示面板。

【先前技術】

由於行動電話與資訊終端逐步改良，影像顯示裝置變 

得更小且更精細。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新型影像顯示裝置， 

允許觀察者在不同觀察位置看到不同影像的影像顯示裝置 

也逐漸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換言之，影像顯示裝置在多重 

觀察位置能夠產生不同的可視影像，並且三維影像顯示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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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能夠顯示例如視差影像之不同影像使得觀察者能夠看到 

三維影像。

提供不同影像至多重觀察位置的技術係由：混合不同
, *
觀察位置的影像資料以及將其顯示在顯示面板、藉由例為 

透鏡與具有狹縫之屏障(barrier)(螢幕)以區隔所顯示之 

複合影像，以及提供影像至個別觀察位置所組成。原則上， 

影像被例為具有狹縫之屏障與透鏡所分開，以將每一個影 

像限制在觀察位置的方向上。視差屏障(paral 1 ax barrier) 

常被用為影像分隔裝置，其係由屏障或柱狀透鏡所構成， 

屏障具有許多條紋狹縫'雙凸透鏡(lenticular lens)係由 

在一維方向上具有透鏡效應之圓柱透鏡陣列所構成。

具有影像光學分隔裝置之三維影像顯示裝置適合裝設 

於終端裝置，例如行動電話，因為其不需要配戴特殊眼鏡 

並且沒有配戴眼鏡的困惱。具有由液晶面板與視差障蔽構 

成之三維顯示裝置的行動電話已經能夠商業化了。(例如， 

參考 Ν IKKEI E1 ectroni cs, J anuary 6, 2003, No. 838, pp 

26-27(文後稱非專利文獻1))

上述技術，即使用光學分隔裝置以提供不同影像至多 

重觀察位置之三維影像顯示裝置，當觀察者移動其位置且 

觀察到之影像切換時，觀察者有時候會看見影像之間的黑 

邊界(dark boundary)。當看 見不同觀察位置畫素之間的非 

顯示區域時(遮蔽部通常稱為液晶面板的黑矩陣(black 

matrix))，會發生這種現象。若三維影像顯示裝置不具有 

光學分隔裝置，則隨著觀察者之觀察位置移動的上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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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發生。因此，肇因於多視角與具有光學分隔裝置之三 

維顯示裝置的上述現象，會使觀察者感到不舒服或感到顯 

不品質的劣化。

上述現象通常稱為3D moire ° 3D moire為周期性出現 

之亮度不均（有時為色度不均），亮度不均起因於在不同角 

度方向顯示不同的影像。此外，3D moire為角度上的亮度 

變動並且角度上大的亮度變動對三維觀察來說是不利的。

為了改善光學分隔裝置與遮蔽部造成之上述問題，畫 

素電極與顯示面板之遮蔽部均經設計以降低顯示品質劣化 

的三維影像顯示裝置已經被提出。（例如，尚未審查之日本 

專利申請案：KOKAI公開號2005-208567（文後稱專利文獻 

1）以及H1 0-1 86294（文後稱專利文獻2））

第37圖專利文獻1揭露之顯示裝置之顯示面板的平面 

圖。在專利文獻1揭露之顯示裝置中，在水平方向1012 _L 

任一點，遮蔽部（導線1 070與遮蔽部1 076）與孔洞係以近 

乎固定比例的方式設置在垂直方向1011中顯示面板的截 

面之中，垂直方向1011垂直於圓柱透鏡1 003a的陣列方向。

因此，即使觀察者在水平方向1012中（即影像分隔方 

向）移動其觀察位置以改變觀察方向，所見之遮蔽部仍幾近 

於固定比例。換言之，若觀察者僅能在特定方向看見遮蔽 

部或看見較暗的顯示，則上述顯像不會發生。因此，能夠 

避免遮蔽區域造成之影像品質劣化。

第38圖為專利文獻2揭露之三維顯示裝置之畫素的示 

意圖。第38（A）圖為專利文獻2揭露之三維顯示裝置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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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設置的平面圖且第38（B）圖為其畫素之放大圖。在專利 

文獻2揭露之三維顯示裝置中，在重疊區域的水平方向之 

中，在任何位置上，水平相鄰之畫素的總垂直尺寸是不變 

的。總尺寸等於矩形區域B之垂直尺寸。因此，能夠提供 

水平連續且大體上均勻的亮度並且能夠大致上維持各處亮 

度一致。

因此，當相同影像被輸出到畫素相鄰的行，即使觀察 

者的眼睛橫越孔洞之間的孔洞，仍能維持固定的亮度。

為了讓人容易了解，典型的先前技術將搭配文後所附 

圖式加以說明。第36圖為專利文獻1和2揭露之先前畫素 

的示意圖。

為了簡化說明，所示者為由一對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 

素4L構成的顯示單元4。每一個畫素的孔洞具有等腰梯形 

的形狀。當焦點集中在構成顯示單元4之最小單位畫素（右 

眼畫素4R或左眼畫素4L）時，其被稱為『子畫素』而無特 

別區別。

顯示單元4至少包括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作 

為X軸方向上彼此相鄰的兩個子畫素。三維影像顯示裝置 

包括圓柱透鏡1 003a作為光學裝置，用以將自子畫素孔洞 

射出的光分隔為X軸方向上分隔的影像。

在此，影像分隔方向為X軸方向且與之垂直的方向為 

Y軸方向。此外，技術用語『垂直孔洞』表示在與影像分 

隔方向垂直的方向上（對應於第37圖的Y軸）孔洞的寬度。 

關於子畫素孔洞梯形的底邊，較小的底邊稱為上底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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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底邊稱為下底。

右眼畫素4R的孔洞與左眼畫素4L的孔洞在X軸方向 

上彼此相鄰。在其交界上，有一個孔洞在Y軸方向上彼此 

重疊的區域。孔洞彼此重疊的區域稱為『重疊區域』並且 

該區域在X軸方向的寬度定義為重疊區域寬度Xctl。另一 

方面，在孔洞中心區域之中，右眼畫素4R孔洞與左眼畫素 

4L孔洞彼此未重疊的區域稱為『非重疊區域』並且該區域 

在X軸方向的寬度定義為非重疊區域寬度XI。X軸方向上 

子畫素的周期Xdot等於重疊區域寬度Xctl與非重疊區域 

寬度XI的總和。

子畫素孔洞的形狀係等腰梯形，等腰梯形相對於平行 

Y軸且穿過子畫素中心的線b-b'係對稱的，等腰梯形的上 

底和下底平行於X軸。具有有限寬度W的遮蔽線位於梯形 

的斜邊。斜邊與Y軸夾角。。遮蔽線稱為『斜導線(obli que 

wire)』。

點A與A'為子畫素梯形孔洞下底的頂點。點B與Β' 

為子畫素梯形孔洞上底的頂點。點Α與Α'以及點B與B' 

為曲點(inflexion points)所在之處，其中子晝素在X軸 

方向上的孔洞垂直寬度在該處開始改變。點C為通過點B 

且與Y軸平行之線與梯形孔洞之下底的交點所在之處，點 

C'關於點B'也是如此。

點A與B的連線和點A'與B'的連線係互相平行的。 

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在X軸方向上之孔洞垂直寬度 

的總和維持不變。此外，點A與B'以及點A'與B分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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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行於γ軸的同一線上，使得非重疊區域的孔洞垂直寬 

度等於重疊區域中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孔洞垂直寬 

度的總和。因此，由重疊區域至非重疊區域孔洞垂直寬度 

為定值，且在X軸方向上整個子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總是 

維持定值。

顯示單元4具有與Y軸夾角Θ的斜導線並且斜導線具 

有顯示導線寬度(di splay wire width)W。斜導線的邊在點 

A與A'連接於梯形孔洞的下底且在點B與B'連接於梯形 

孔洞的上底。斜導線在梯形上底連接於遮蔽部。此遮蔽部 

在Y軸上具有寬度Y2且在該處提供一個區域，在該區域中 

設置用於操作子畫素的電晶體和電容器。

在X軸方向上，相鄰子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的總和為 

定值。因此，假設等亮的光由重疊區域的孔洞區域與非重 

疊區域的孔洞區域射出，在平行於X軸的觀察位置上其亮 

度係不變的。因此，沒有角度上亮度的變動，換言之，觀 

察者不會看到3D moire °

在此，顯示單元4之點A ' B和C所成之三角形區域與 

點A' 、B'和C'所成之三角形區域為直角三角形並且位 

於重疊區域寬度 Xct 1之內。此處為影像干擾區域 

(cross ta 1 k region)，其中自右眼畫素4R與左 眼畫素4L 

射出之光在該處互相重疊。先前技術之畫素結構至少必須 

形成影像干擾區域以使X軸方向上孔洞垂直寬度維持定 

值，因此在三維顯示上造成3D影像干擾(3D crossta 1 k)(左 

眼/右眼影像洩漏至右眼/左眼影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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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3D moire j或『3D影像干擾』將被詳細地討 

論。在本說明書中，因為在不同角度方向出現不同影像所 

造成之週期性亮度不均(有時候係為色度不均)，特別將角 

度上的亮度變動定義為『3D moire』。另一方面，左眼/ 

右眼影像洩漏至右眼/左眼影像的比例定義為『3D影像干 

擾』。

一般而言 , 當不同周期的結構互相干涉後產生的條紋 

稱為『moire條紋』。moi re條紋為視結構之周期而現之干 

涉條紋。3D moire係由影像分隔裝置之成像特性造成的亮 

度不均。因此，在本說明中，3D mo i re與mo ire條紋是不 

同的。

3D moire在一些觀察位置上可能不會造成問題。然 

而，角度上大的亮度變動想必會對三維觀察有不利的影 

響。因此，讓亮度變動的大小等於或小於既定值是需要的。

另一方面，嚴重的3D影像干擾可能降低三維效果並給 

予觀察者不良的影響，例如眼睛疲勞。因此，讓影像干擾 

的大小等於或小於既定值是需要的。

在本說明書中，關於第36圖的畫素形狀，開口率 

(aperture ratio)(AP)、3D 影像干擾(3Dct)與 3D 

moire(3Dmoire)定義如下。根據所示畫素，開口率(AP)可 

由下述公式定義為遮蔽部與孔洞的面積比值。

AP=Yl/(Yl+Y2+Y3)=(Ydot-Y3-Y2)/Ydot

此外，假設3D影像干擾對整個子畫素周期Xdot般大 

的區域均有貢獻，3D影像干擾(3Dct)可由下述公式定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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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洞區域與重疊區域的面積比值。

3Dct=(XctlxYl)/(XlxYl+XctlxYl)=Xctl/(Xl+Xctl)=Xctl/Xdot

此外，3D moi re ( 3Dmo i re)可由下述公式定義為：非重 

疊區域之中孔洞垂直寬度Y1，以及重疊區域之中左眼畫素 

4L與右眼畫素4R孔洞垂直寬度總和的比值。

3Dmoire=l-(Yl+Y2-Wy)/Yl = (W/sin。-Y2)/Y1

此外，為了讓X軸方向上的孔洞垂直寬度維持定值， 

下式必須被滿足。

Y2 = W/sinG

因此，由數學公式3和4可知，理想上先前技術畫素 

的3Dmoi re = 0 »並且沒有角度上的亮度變動，因此不會看 

見 3D moire °

然而，由數學公式2可知，重疊區域寬度Xc11係由斜 

導線的傾斜角Θ所決定的，並且當角度Θ增加時，3D影 

像干擾(3Dct)漸趨嚴重。

此外，由數學公式1和4可知，為了得到所需的開口 

率，某種程度上傾斜角Θ 應該增加。因此，3D影像干擾 

無法被消除。即使對影像分隔的光學條件加以調整，使得 

3D影像干擾貢獻在小於子畫素周期Xdot的區域，3D影像 

干擾仍無法被消除。換言之，在第36圖的先前技術中，該 

畫素具有輕微的『3D moire』與嚴重的『3D影像干擾』。

此外，為了改善解析度且具有較大的開口率，顯示裝 

置的顯示面板必須具有較小的畫素周期，其中較大的開口 

率定義為孔洞與遮蔽部的面積比值且有助於改善顯示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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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此亦適用於三維顯示裝置。

然而，若要有較精細的影像，因為螢幕區域中必須設 

有很多畫素，一個畫素必須儘量從一開始就做小一點。換 

言之，畫素尺寸能縮小多少是一個議題。

隨著半導體微影製程(microscopic process i ng)技術 

的演進，較小尺寸的畫素能夠被實現。然而，用於調變光 

線之電路(例如切換元件)與驅動液晶之輔助電容器不一定 

能隨著畫素而變小。這是因為半導體或玻璃基板上使用微 

影製程技術製作的切換元件和輔助電容器遭遇可實現線寬 

的上限。以目前來說，即使有更為精細的製程技術可以使 

用，製程設備的投資仍很昂貴。

此外，液晶顯示裝置也有遮蔽區域越來越大的問題 ， 

即開口率越來越小，這是高解析度所帶來的問題，開口率 

降低會降低顯示裝置整體的光使用效率。換言之，藉由高 

解析度畫素來改善影像品質會造成光使用率的下降。因 

此，同時實現高解析度影像、高畫質與高效率之液晶顯示 

裝置是一個重要課題。

如同專利文獻1和2揭露之三維影像顯示裝置，具有 

兩個或以上觀察位置之三維顯示面板，其一個畫素之中具 

有對應於許多觀察位置的多重子晝素。因此，一個畫素之 

中，導線與切換元件的面積將會增加。具體來說，越精細 

的畫素，其開口率越低，因此改善開口率是一個重要課題。

基於上述原因，為了確保足夠的穿透率，更精細的畫 

素必須比開口率更優先被考慮。為了增加開口率，必須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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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斜導線的傾斜角。。然而，若增加斜導線的傾斜角θ， 

重疊區域寬度Xctl也會增加，3D影像干擾會很嚴重並且 

劣化三維顯示可視度。具體而言，如同專利文獻1所揭露 

者，當方形畫素根據水平帶狀條紋中觀察位置和彩色濾光 

片的數量而在垂直方向被分割時，視彩色的數量，子畫素 

在Y軸方向上變得非常小。隨著子畫素在Y軸方向上變得 

非常小，因為斜導線具有有限寬度，即使增加傾斜角Θ， 

X軸方向的孔洞垂直寬度仍無法維持定值。換言之，要實 

現同時確保3D影像干擾與開口率以及用於減少3D moire 

之近乎常數之垂直孔洞比的精細畫素是有困難的。

換言之，在使用雙凸透鏡來分隔影像的三維顯示系統 

之中，為了增加能夠舒適地觀察的區域，應該減少光點直 

徑以改善透鏡的分隔效率。近來，用於具有數微米(microns) 

光點直徑的透鏡應用之最新透鏡製程技術已被發展出來 。 

然而，如第36圖先前技術所述，隨著光點直徑減少，即使 

畫素結構被設計為具有近乎常數之孔洞垂直寬度，製程精 

度造成之輕微的幾何形狀改變仍會被放大。因此5局部發 

生的亮度不均會大幅劣化影像品質。

上述說明之中，子畫素具有等腰梯形的孔洞。很明顯 

地可知，上述專利文獻2揭露之近似平行四邊形的畫素結 

構也具有相同的問題。

本發明係鑑於上述情況所作發明並且本發明具體目標 

係當3D moire的影像被最小化時，能提供影像顯示裝置與 

具有已降低之3D影像干擾與已改善之開口率，用以改善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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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顯示品質。

【發明內容】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本發明第一具體實施態樣之影像 

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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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笫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本發明另一具體實施態樣之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並且上述顯示單元係以第一觀察位 

置至第N個觀察位置的次序而設置；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K個（K為1, ··· , Ν-l之整數）觀察位置影像的 

畫素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的畫素在一第一方向 

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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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 

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向 

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 

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K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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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以 

及

上述第一孔洞 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本發明另一具體實施態樣之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的N個畫素係以在一第一方向 

延伸之N列與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伸的 

N行的矩陣形式而設置；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在上述第一方向中，顯示一第K個（K為1, ··· , Ν-l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二方向中，顯示一第i個（i為1, -· , Ν-l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一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三區域與除上述第三區域以外之一第四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16



201233147

-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κ+ι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1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 

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K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 ；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顯示一第i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一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三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三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二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三與第四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三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二方向之正方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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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i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i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一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以及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三和第四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三區域。

本發明另一具體實施態樣之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第一遮蔽部與一第二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上述光學裝置包括具有高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一分 

隔區域與具有低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二分區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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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第一分隔區域係根據上述第一遮蔽部所設置且上 

述第二分隔區域係根據上述第二遮蔽部所設置。

本發明另一具體實施態樣之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與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大體上係彼此鄰接的並構成一第一 

方向；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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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笫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本發明係鑑於上述情況所作發明並且本發明具體目標 

係當3D moire的影像被最小化時，能提供影像顯示裝置與 

具有已降低之3D影像干擾與已改善之開口率，用以改善三 

維顯示品質。

【實施方式】

本發明實施例揭露之顯示面板與影像顯示裝置將於下 

文搭配所附圖式作詳盡說明。圖式中有一些構件被畫上影 

線用以區隔例如遮蔽部的元件，並非用以作為截面的指示。 

[實施例1]
實施例揭露之顯示面板與影像顯示裝置將搭配所附圖 

式作詳盡說明。

第1圖為實施例1之顯示面板畫素的平面圖。

顯示面板2是具有兩個觀察位置的三維顯示面板，包 

括顯示第一觀察位置影像的畫素與顯示第二觀察位置影像

20



201233147

- 的畫素。在本實施例中，第一觀察位置畫素是左眼畫素4L 

且第二觀察位置畫素是右眼畫素4R °

—對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 °當 

焦點集中於構成顯示單元4之最小單元畫素之一者(左眼 

畫素4L或右眼畫素4R)時，稱其為『子畫素』。

圓柱透鏡3a是具有圓頂型突起部份的一維透鏡。圓柱 

型透鏡3a的延伸方向垂直於顯示平面的陣列方向。圓柱型 

透鏡3a在其延伸方向沒有透鏡的有效成分，透鏡3a的有 

效成分僅存在於與其延伸方向垂直之陣列方向。

第2圖為本發明影像顯示裝置的截面圖。

影像顯示裝置1是由使用液晶分子作為光電元件之顯 

示面板2、雙凸透鏡(lenticular lens) 3以及背光源15所 

構成。雙凸透鏡3是由延一維方向設置之許多圓柱透鏡3a 

所構成。圓柱透鏡3a僅在陣列方向具有透鏡的有效成分。 

圓柱透鏡3a的陣列方向與彼此交替之左眼畫素4L與右眼 

畫素4R的設置方向相同。圓柱透鏡3a的位置是根據顯示 

單元4而設置的。

上述透鏡的有效成分方向與彼此交替之左眼畫素4L 

與右眼畫素4R的設置方向相同。因此，圓柱透鏡3a作為 

將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分開至不同方向的分光裝 

置。並且，圓柱透鏡3a能夠將左眼畫素4L顯示之影像與 

右眼畫素4R顯示之影像分開至不同方向。換言之，雙凸透 

鏡3是作為影像分離裝置或影像重整裝置之光學元件。在 

此，圓柱透鏡3a的焦點介於圓柱透鏡3a的基點或頂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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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素表面或左眼畫素4L或右眼畫素4R的平面之間。

在本說明書中，為了簡化說明，XYX狄卡爾坐標系定 

義如下。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在一方向上交替設置， 

由右眼畫素4R至左眼畫素4L之第一方向被定義為+X方向 

且其反方向被定義為-X方向。+X方向與-X方向合稱為X 

軸方向。圓柱透鏡3a的長軸方向是第二方向且其被定義為 

Y軸方向。此外，垂直於X軸方向與Y軸方向的第三方向 

被定義為Z軸方向。在Z軸方方向上，由左眼畫素4L或右 

眼畫素4R的平面至雙凸透鏡3的方向被定義為+Z方向且 

其反方向被定義為-Z方向。+2方向向前延伸至觀察者。觀 

察者在面向+Z方向的一側觀察顯示面板2。此外，+Y方向 

是用右手座標系所建立之方向。換言之，當右手之拇指指 

向+X方向且食指指向+ Y方向時，其中指指向+Z方向。

在上述定義之XYZ狄卡爾坐標系中，圓柱透鏡3a設置 

在X軸方向且左眼影像與右眼影像在X軸方向被分開。顯 

示單元4在Y軸方向對齊。顯示單元4與圓柱透鏡3a在X 

軸方向以相同間距設置。此外，每一個圓柱透鏡3a是根據 

在Y軸方向設置之一行顯示單元4而設置的。

在本實施例中，X軸中一排的子畫素稱為一列，Y軸中 

一排的子畫素稱為一行。

如第1圖所示，顯示單元4由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 

4L構成，顯示單元4'由由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 

構成。

在本實施例中，一個畫素由三個顯示單元構成。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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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顯示單元4的顏色分別為紅色、綠色或藍色。紅色、綠 

色與藍色濾光片在X軸方向延伸，並在Y軸方向產生重複 

的條紋圖案。顏色的次序並非僅限於此，紅色、綠色與藍 

色可以任何次序互相結合。此外，一個畫素能以三個（或以 

上）顯示單元所構成。在其他實施例中，顏色並非僅限於上 

述顏色並且可以使用三種（或以上）顏色。

如第2圖所示，顯示面板2在TFT （薄膜電晶體）基板 

2a與對側基板2b之間具有微小間距，兩者之間具有液晶 

層5LC° TFT基板2a設置在顯示面板2面向-Z方向的一側， 

對側基板2b面向+Z方向的一側。雙凸透鏡3設置在對側 

基板2b面向+Z的一側較遠處。偏光板11設置在TFT基板 

2 a面向+ Z方向的一側與對側基板2 b面向- Z方向的一側。 

第1圖所示之濾光片與遮蔽部76設置在對側基板2b。然 

而，並非以此為限。TFT基板2a的遮蔽層亦可設置於遮蔽 

部76中。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畫素結構將搭配第1圖 

作詳盡說明如下。

顯示面板2之子畫素具有由兩個平面梯形的組合而成 

的六角形孔洞。具體而言，孔洞的外形係以下列方式形成： 

提供第一梯形，其雙邊對稱於平行Y軸的線b-b'且穿過 

子畫素的中心，且第二梯形具有下底，其長度等於第一梯 

形的下底長度，第一和第二梯形的下底互相接觸。在本文 

梯形的底之中，較大的底稱為下底且較小的底稱為上底。 

然而，因為一個梯形在Y軸方向的高度很小，六角形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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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近似於梯形。在下述說明中，六角形子畫素可近似為梯 

形畫素。此外，如上所述，較大的底稱為下底且較小的底 

稱為上底。遮蔽部環繞於近似於梯形之孔洞周圍。

換言之，上述顯示面板2之子畫素具有近似於梯形的 

一個孔洞，其具有近似平行於X軸之上底與下底；朝不同 

的Y軸方向傾斜的兩個斜邊；以及近似於三角形的遮蔽部 

（例如三角形ADE），其位於近似於梯形外形的銳角部位。

孔洞具有雙邊對稱於線b-b'的斜邊。因此，構成孔 

洞的斜邊是由彼此相對於Y軸方向而反方向傾斜的一對邊 

所構成，並以相對於Y軸相同角度而延伸。

在X軸方向上，彼此臨接的子畫素是相對於中心0而 

對稱的。右眼畫素4R的孔洞中心與左眼畫素4L的孔洞中 

心設置在Y軸方向的不同準位之上。在Y軸方向上，彼此 

臨接之子畫素的上底或下底是彼此相向的。

右眼畫素4R的孔洞與左眼畫素的孔洞4L在Y軸方向 

上彼此重疊。這種區域稱為『重疊區』且其在X軸方向上 

的寬度被定義為重疊區寬度Xct2。換言之，寬度Xct2是 

孔洞區域在X軸方向上最外緣兩點E與E'之間的寬度。 

另一方面，右眼畫素4R或左眼畫素4L之孔洞區域中，沒 

有重疊的部份稱為『非重疊區』，且其在X軸方向上的寬 

度被定義為非重疊區寬度XI。子畫素在X軸方向上的寬度 

Xdot等於重疊區寬度Xct2與非重疊區寬度XI的總和。

影像顯示裝置1的畫素結構將搭配第3圖作詳盡說明 

如下。第3圖為本實施例之顯示面板的晝素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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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有限之寬度w之遮蔽線設置於梯形的斜邊。斜邊

與Y軸方向的夾角為Θ。在本文中，在Y軸方向上夾角為 

0且隨著順時針增加。

平行於Y軸且穿過右眼畫素4R之孔洞之最外緣之點E 

的線形成非重疊區與重疊區的邊界線。在近似於梯形之孔 

洞的下底上，介於遮蔽部與孔洞之間的邊界線平行於 X 

軸。點F是下底邊界線與平行於Y軸且通過點E'之線的 

交點，點F也是右眼畫素4的斜邊與平行於Y軸且通過點 

E'之線的交點。

點A是連接點B、點E之延伸線與近似於梯形之孔洞 

之下底延伸線的交點，點B是右眼畫素4R之近似於梯形之 

孔洞之上底的頂點。點A'是可由左眼畫素4L以類似方式 

得到的交點。點A與點B'位在平行於Y軸之相同線上， 

點A'與點B也是如此。

點C是連接點A'、點B之延伸線與右眼畫素4R之近 

似於梯形孔洞之下底的交點。點C'是可由左眼畫素4L以 

類似方式得到的交點。

點D位於點A與點F之間，且位於寬度為Xct2之重疊 

區之內。

連接點D、點E的線與連接點D'、點E'的線是相對 

於Y軸方向傾斜的，並且與顯示單元4的中心線a- a'相 

交。

子畫素具有一個近似於梯形的孔洞。梯形下底之銳角 

部份被點A、D、E或點A' 、D' 、E'形成的三角形所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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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形成六角形的孔洞。點A、B、C形成的直角三角形與 

點A' 、B' 、C'形成的直角三角形在Y軸方向彼此重疊， 

形成的重疊區在X軸方向具有重疊寬度Xct。在此，因為 

子畫素的孔洞被點A、D、E或點A' 、D' 、E'形成的三 

角形所遮蔽，重疊區寬度Xct2小於Xct。

在此，連結點A與點C之線段的長度L(A-C)與孔洞垂 

直寬度Y1的關係為L(A-C) = Ylxtan Θ ＞且連結點A'與點 

C'之線段的長度L(A' -C')與孔洞垂直寬度Y1的關係也 

是如此。換言之，點A、B、C與點A' 、B' 、C'的位置 

關係與第36圖所示之畫素中，點A、B、C與點A' 、B'、 

C'的位置關係相同。

點A、D、E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ct2是被設置而使重 

疊區寬度Xct2存在且小於點A、B、C形成之三角形的的區 

域Sctl。由點A' 、D' 、E'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ct2' 

與由點A' 、B' 、C'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et 1'也是如 

此。

假設梯形斜邊上具有寬度W的斜線部份在X軸方向上 

的 寬度為WX1，WXl=W/cos Θ。此外，假設斜線部份在Y軸 

方向上的寬度為WY1，WYl=W/sin。。

第4圖為顯示面板2之孔洞垂直寬度的分佈圖。

顯示單元4之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之孔洞垂直 

寬度的總和在X軸方向上並非定值。其在顯示單元4的中 

央部位(即在重疊區寬度Xct2附近)有所變動。孔洞垂直寬 

度由區域Xct朝向顯示單元4的中心遞減至一最小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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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朝向重疊區寬度Xct2遞增。

折點61R與61L對應於第3圖的點B與B'，孔洞垂 

直寬度由該處朝向中心X/Xct = 0遞減。折點61R與61L之 

間的距離為Xct。另一方面，折點62R與62L對應於第3 

圖的點E與E'，孔洞垂直寬度由該處朝向中心X/Xct = 0 

遞增。

換言之，由第3圖可知子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的總和 

在子畫素的中央部位為定值，由線段Β-C與B' -C,朝向 

顯示單元4的中心線a-a'遞減，由點E舆E'朝向顯示單 

元4的中心線a-a'遞增。

在本實施例中之影像顯示裝置1之中，作為影像重整 

裝置之雙凸透鏡將於下文詳細說明。

第5圖是雙凸透鏡之光學模型截面圖。

影像重整裝置將自畫素射出且彼此不同向的光沿著左 

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設置之第一方向（即沿著X軸方向） 

重整。

假設雙凸透鏡3之基點或頂點與畫素之間的距離為 

H，雙凸透鏡的折射率為η，且透鏡的週期為L。此外，由 

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構成之顯示單元4在X軸方向 

上之陣列週期Xun i t等於2xXdot。

雙凸透鏡3與觀察者之間的距離為最佳觀察距離0D。 

在距離0D之處，晝素以間距e將影像放大及投影。換言之， 

影像是以間距e由左眼畫素與右眼畫素4L與4R投影至與 

透鏡平行且相距之距離為0D的虛擬平面。此外，雙凸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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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心之圓柱透鏡3a的中心與雙凸透鏡3邊緣之圓柱透鏡 

3a的中心之間的距離在X軸方向上為WL。位於顯示面板2 

中心且由左眼畫素與右眼畫素4L與4R構成之畫素的中心 

與位於顯示面板2邊緣且由左眼畫素與右眼畫素4L與4R 

構成之畫素的中心之間的距離為WP。在雙凸透鏡3中心之 

圓柱透鏡3a，光的入射角與出射角分別為α與β。在雙 

凸透鏡3邊緣之圓柱透鏡3a，光的入射角與出射角分別為 

7與δ。距離WL與距離WP的差值為C，並且在沿著距離 

WP方向的區域之內有2m個子畫素。

圓柱透鏡3a陣列的周期L與子畫素陣列的周期Xdot 

彼此有關聯。因此，設計者能夠根據一者而決定另一者。 

一般而言，雙凸透鏡3是根據顯示面板而設計鬲。因此， 

在本文中，子畫素陣列的周期Xdot可視為定值。雙凸透鏡 

3的材料決定了折射率η。另一方面，透鏡與觀察者之間的 

距離0D，以及畫素所放大/投影之影像的間距e是根據所 

需的數值而設計的。使用上述數值，可以決定透鏡頂點與 

畫素之間的距離Η，以及透鏡的周期L。在本文中，以下數 

學公式是根據Sne 11' s定律與幾何關係而建立的。

nxsina =s i η /3

ODxtan β =e

Hxtan a =Xdot

nxsiη γ =sin δ

Hxtan y =C

ODxtan δ =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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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P-WL=C

WP=2xmxXdot

WL=mxL

在本文中，所討論者為影像重整效果最佳之情況。當 

雙凸透鏡3之頂點與畫素之距離Η等於雙凸透鏡3之焦距 

f時，影像重整效果最佳。假設透鏡之曲率半徑為r ＞曲率 

半徑可由以下公式求得。

f = H

r=Hx(η-1)/η

上述參數摘要如下。子畫素陣列的周期Xdot是根據顯 

示面板2而決定的。觀測的距離0D與畫素所放大/投影之 

影像的間距e是根據影像顯示裝置的設定而決定的。折射 

率η是根據透鏡的材料而決定的。

上述求得之透鏡陣列的周期L，以及透鏡與畫素之間 

的距離Η是用來決定來自畫素之光將被投影至觀察面之位 

置的參數。透鏡的曲率半徑r是用於改變影像重整效果的 

參數。換言之，當透鏡與畫素之間的距離Η為定值且曲率 

半徑r是由理想情況求得時，來自左眼畫素與右眼畫素的 

影像是模糊不清的且無法清楚地區隔開來。

因此，為了將影像重整效果最大化，將曲率半徑r設 

定介於影像能被有效區隔之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

首先，求出具有有效分隔之透鏡之曲率半徑的最小 

值。第6圖顯示用於計算影像分隔條件之最小曲率半徑之 

光學模型的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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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效區隔影像，三角形的底被給定為透鏡的周期 

L且高被給定為焦距f，且三角形的底被給定為寬度SP將 

能夠有效區隔影像且高H-f需被給定。藉此，可以建立下 

列數學公式並求出焦距的最小值。

fmin=HxL/(L+SP)

然後，可以由焦距求出曲率半徑I·。利用數學公式14 

與1 5 '曲率半徑r的最小值rmin可由下列數學公式求出。

rmin=HxLx(n-l)/(L+SP)/n

接著，具有分隔效應之透鏡之曲率半徑r的最大值可 

被求出。第7圖為最大曲率半徑之光學模型，用以計算雙 

凸透鏡之影像分隔條件。

為了讓影像能被分隔開來，具有以透鏡之週期L為底 

與以焦距f為高之三角形，具有以能有效分隔之寬度SP為 

底與高度為H-f之三角形，兩者必須相同。若相同，可以 

得到下列數學公式且焦距的最大值f max可被求出。

fmax=HxL/(L-SP)

接著，由焦距求出曲率半徑r。利用數學公式14與15, 

曲率半徑的最大值rmax可由下列數學公式求得。

rmax=HxLx(n-l)/(L-SP)/n

總括來說，為了使得透鏡具有影像重整效應，曲率半 

徑介於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透鏡可由上述數學公式表示 

之。透鏡之曲率半徑r的範圍可由下列數學公式求得。

HxLx(n-l)/(L+SP)/nW r冬 HxLx(n-l)/(L-SP)/n

在上述解釋中，所描述者為具有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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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4R之兩個觀察位置的影像顯示裝置1。本發明並非以此 

為限。舉例而言，本發明可推廣應用於具有N個觀察位置 

的影像顯示裝置。在上述實施例中，沿著上述距離WP的區 

域之中包括Nxm個畫素。

在本文中，在上述分隔效應之有效寬度（第6圖及第7 

圖中的SP）及影像模糊之處，其X軸方向之寬度稱為『光 

點直徑』。在此結構中，因為光點直徑變小，所以在右眼 

畫素與左眼交界的垂直孔洞之內的變動就變大了。因此， 

本發明將第6圖與第7圖之透鏡的焦點由畫素平面移開， 

使得在垂直孔洞的照射區域之內的局部變動被有效地降 

低，藉此得到高畫質的影像。

如上所述，為了得到高畫質的影像，將透鏡之焦點由 

畫素平面移開以產生模糊區域的技巧，於後文中，將其稱 

為散焦效應。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操作將於後文詳述。

第8圖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1之光學模型的圖式。

背光源15發射光，光自背光源15射出後進入顯示面 

板2。另一方面，顯示面板2由控制裝置（未圖式）驅動且 

左眼與右眼畫素4L與4R分別顯示左眼與右眼影像。在本 

文中，左眼與右眼影像為形成三維影像之視差影像。

進入顯示面板2之左眼與右眼畫素4L與4R的光穿透 

過該等畫素的孔洞，經由雙凸透鏡3繞射，然後射向區域 

EL 與 ER °

在本文中，觀察者之左眼55L設置於區域EL之中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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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眼5 5R設置於區域ER之中，其中觀察者能以左眼看見左 

眼影像，以右眼看見右眼影像。藉此，觀察者得以看見三 

維影像。

評估3D moire與3D影像干擾的方法將於文後搭配圖 

式詳細說明。

第9圖為顯示本發明影像顯示裝置之亮度分佈的圖 

式。

橫座標上的觀察位置X表示在影像分隔方向上之觀察 

者的位置。位置0為觀察者兩眼之間的中點，觀察者位於 

顯示面垂直延伸的中線之上。亮度Y繪示為縱座標。

相應於輸出至左眼之影像的亮度分佈出現於觀察者位 

置之-X側，且相應於輸出至右眼之影像的亮度分佈出現於 

觀察者位置之+X側。

虛線表示當影像僅被輸入右眼與左眼畫素4R與4L其 

中之一者的亮度分佈。Y(LBRW)表示當右眼畫素顯示白色且 

左眼畫素顯示黑色時所測量到之亮度分佈。Y(LWRB)表示右 

眼畫素顯示黑色且左眼畫素顯示白色時所測量到之亮度分 

佈。此外，實線Y(LWRW)表示當兩個畫素顯示相同影像(右 

眼畫素顯示白色且左眼畫素顯示白色)時所測量到之亮度 

分佈。Y(LBRB)表示當兩個畫素顯示黑色時所測量到之亮度 

分佈。

在每一個觀察位置上，以虛線表示之亮度分佈Y(LBRW) 

與Y(LWRB)的總和等於以實現表示之亮度分佈Y(LWRW)，並 

且滿足下列數學公式。

32



201233147

' Y(LBRW)+Y(LWRB)=Y(LWRW)

亮度分佈Y(LBRW)與Y(LWRB)相交於觀察位置前方之 

點(XI, Y1)，即相交於X = 0附近。另一方面，其相交於+X 

側之點(XR2, YR2)與-X側之點(XL2, YL2)。點(XI, Y1)與點 

(XR2, YR2)在X軸方向上的距離等於右眼投影影像之寬度 

eR。點(XI, Y1)與點(XL2, YL2)在X軸方向上的距離等於左 

眼投影影像之寬度eL。

點(XO, Y0)附近的亮度降低肇因於在X方向上彼此鄰 

接之子晝素邊界之間的遮蔽部份。此亮度降低係以3D 

moire的方式呈現，在本文中，AYc與 △Υ/ΖΪΧ作為3D 

moire評估的指標，將於後文中詳述。

點(XL1, YL1)為左眼投影影像之寬度eL之內具有最大 

亮度值之處。點(XR1, YR1)為右眼投影影像之寬度eR之內 

具有最大亮度值之處。點(ΧΟ,ΥΟ)為左眼投影影像之寬度 

eL與右眼投影影像之寬度eR交界之間亮度分佈具有最小 

值之處。3D moire能以下列數學公式表示，其表示點 

(XL1, YL1)與(XR1, YR2)之平均亮度值對點(XO, Y0)之比值。

YC=(YLl+YRl)/2

Δ Yc=(YC-YO)/YC

Δ Υ/Δ Χ=Δ Yc/(XR1-XL1)

此外，左眼影像混入右眼投影影像的寬度eR之中，右 

眼影像混入左眼投影影像的寬度eL之中。此為3D影像干 

擾。在+X區域之中的3D影像干擾可以下列數學公式表示。

3DCT(X)=(Y(LBRW)-Y(LBRB))/(Y(LWRB)-Y(LB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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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X區域之中的3D影像干擾可以下列數 

學公式表示。

3DCT(X)=(Y(LWRB)-Y(LBRB))/(Y(LBRW)-Y(LBRB))

根據上述數學公式，3D影像干擾3DCTCX)在點 

(XI, Yl)、(XL2, YL2)與(XR2,YR2)達到 100% 之最大值。另 

一方面，亮度分佈Y(LWRB)與Y(LBRW)在點(XL3, YL3)與 

(XR3, YR3)具有最小值且 3D影像干擾具有最小值 

3DCTmin。3D影像干擾之最小值3DCTmin可以下列數學公 

式表示並以此為評估的指標。

3DCTmin=(YL3-YL4+YR3-YR4)/(2x(Yl-Y2))

3D影像干擾3DCTCX)與光點直徑SP之關係將於後文中 

詳述。第10圖為顯示自子畫素射出光的方向與3D影像干 

擾之關係的圖式。

角度範圍 Os對應於第9圖右眼的觀察寬度eR ＞即 

(XR2-X1)。在角度範圍3 s之中，角度範圍Ot內的3D影 

像干擾很輕微，並且觀察者能夠見到穩定的三維影像。另 

一方面'角度範圍Grl與Θ r2內的3D影像干擾很嚴重， 

並且觀察者可能於觀察時感到不適。

成像品質優良之三維影像的角度範圍Ot是由自子畫 

素中央部位附近區域射出之光線所形成的。因此，來自於 

X-軸方向上鄰近子晝素之干擾較為輕微，故3D影像干擾的 

干擾較為輕微。另一方面，角度範圍Orl與Θ r2是由子 

畫素邊緣射出之光所構成。因此，光被混入X軸方向上鄰 

近子畫素的光之中，因此增加了 3D影像干擾的干擾。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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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觀察者無法見到清晰的三維影像。在本實施例中，3D 

影像干擾由角度範圍3 s至3 rl逐漸加劇，三維成像品質 

因此逐漸變差。類似地，3D影像干擾由角度範圍0 s至Θ r2 

逐漸加劇，三維成像品質因此逐漸變差。因此，3D影像干 

擾在角度範圍Orl與Gr2中央附近達到100%的最大值。 

在本實施例中，一般而言，0 r 1與。r 2約是相等的。

假設光點直徑S P與顯示單元4中心線之距離為X 

r，距離Xr與子畫素週期Xdot的比值可對應於角度範圍 

θ r 1或Θ r2)與角度範圍Os之關係，其中角度範圍 

為三維之觀察角度範圍。下列數學公式可被建立。

(Θ s-2x Θ r)/Θ s = (Xdot-2xXr)/Xdot

第11圖為顯示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分佈與光點直徑 

之關係的圖式。

當根據孔洞垂直寬度分佈而設定圓柱透鏡3a之光點 

直徑SP時，計算左眼畫素4L孔洞所貢獻之面積S1(X)與 

右眼畫素4R孔洞所貢獻之面積Sr(X)的面積比值，3D影像 

干擾可被數值地求出。假設在X軸方向上，顯示單元4之 

中心線與光點直徑SP之距離為Xr，則下列數學公式可被 

建立。

3DCT(Xr)=Sr(Xr)/Sl(Xr)

由上述數學公式可知，因3DCT(Xr)維持不變且光點直 

徑SP增加，所以顯示單元4與光點直徑SP中心線之距離 

Xr也隨之增加。

然後，根據數學公式28與29可知，因光點直徑SP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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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以顯示單元4與光點直徑SP中心線之距離Xr也隨 

之增加。因此，三維觀察範圍的寬度被減少了，其中3D影 

像干擾等於或小於3DCT(X)。

若3D影像干擾等於或小於一既定值，則觀察者不會感 

到不適。因此，角度範圍越大越好 ' 其中3D影像干擾等於 

或小於一既定值。

此外，舉例而言，3D 影像干擾可使用椎光鏡 

(conoscope)、測 角 儀(goniometer)或傅 立葉系 統加以 測 

量。具有上述系統的量測裝置能夠量測不同視角的亮度分 

佈，3D影像干擾能用後述方法加以量測。不同裝置所測量 

得到之定性結果不會有太大差異；然而，定量數值將視量 

測系統與裝置規格之不同而有所不同。

在本說明書中，量測結果是使用傅立葉系統，EZ 

Contrast XL88(例如ELDIM)所得到的。量測之結果與觀察 

者之主觀三維觀察範圍評估(文後稱為『主觀評估』)之結 

果，兩者的比較證實角度範圍幾乎同於主觀三維觀察範 

圍，其中3D影像干擾等於或小於7.5%。因此，3D影像干 

擾等於或小於7. 5%是必須的，並且在本說明書中，三維觀 

察範圍被定義為角度範圍，其中3D影像干擾等於或小於 

7. 5%。

當進行主觀評估時，觀察者在三維觀察區域內觀察到 

一個三維頭像(第17圖)，或在三維觀察區域外觀察到一個 

三維頭像。許多觀察者感受到之主觀不適將根據準則加以 

記錄。換言之，平均的『視覺品質』將被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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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圖所示，將每一個畫素射出之光分離開來且將例如 

光束1 6之光加以偏折，則能夠形成左眼影像輸出的區域與 

右眼影像輸出的區域。三維觀察區域能以將上述區域與左 

眼(55L)、右眼(55R)之距離相關聯的方式而獲得。在上述 

三維觀察範圍內，左眼與右眼影像邊界上的三維可視度會 

因為3D影像干擾的影響而降低。因此，在3D moire與3D 

影像干擾等於或小於既定值之區域，該區域被定義為三維 

可視區域或三維觀察區域。

在本說明書中，如上所述，EZ Contrast用來測量影 

像顯示裝置。但並非以此為限，能夠測量亮度之角度分佈 

的量測裝置均能用於此目的。在本例中，可取的作法是由 

觀察者之主觀三維觀察範圍的結果作比較，並且為量測裝 

置決定3D影像干擾之既定值。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效果將於後文詳述。

第12(A)圖為本實施例畫素在X軸方向上亮度分佈與 

光點直徑SP之關係的圖式。第12(B)圖為第12(A)圖之一 

部分的圖式。第13(A)圖為本實施例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 

之分佈的圖式，第13(B)圖為亮度分佈的圖式。

如第12(A)圖所示，因為增強之散焦效應，本實施例 

之晝素隨著光點直徑SP增加而具有和緩的亮度分佈。當光 

點直徑SP大於Xct/2時，重疊區域附近的兩個最小值會結 

合成一個最小值。X軸方向上亮度分佈的擾動變小(第12(B) 

圖‘請看SP/Xct = 0.54)。因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 

可由第13圖得到下列數學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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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Η2/ΥΚΔ L/L1<A Hl/Yl

此外，相較於光點直徑SP大於Xct/2(第12(B)圖，請 

看SP/Xct = l. 07)，當光點直徑 SP大於Xct時，在中央 

X/Xct = 0之亮度已有所改善。因此，X軸方向上亮度的擾動 

被降低且中央部位的亮度已有所改善'藉此3D moire變得 

不容易看見。可由第13圖得到下列數學公式。

△ L/L1<A H2/Y1

第14圖為本實施例畫素中亮度擾動之大小AYc與光 

點直徑SP之關係的圖式。第15圖為本實施例畫素中亮度 

變化梯度△ Υ/ΔΧ與光點直徑SP之關係的圖式。

如圖所示，當光點直徑如上述般等於或大於 Xct/2 

時，散焦效應有效地發生且急劇的亮度變化趨於平緩。

此外，舉例而言，當光點直徑SP很小時，相應於孔洞 

垂直寬度分佈之急劇的亮度變化在變化率到達△ Hl /Y1之 

前能夠輕易地被識別為3D moire，並讓觀察者感到不適。 

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在孔洞垂直寬度大幅增加之顯 

示區中央部位'其亮度分佈亦趨於平緩'藉此3D moire變 

得不容易看見。

第16圖為本實施例畫素光點直徑SP與三維觀察範圍 

之關係的圖式。

如上所述，根據主觀評估的結果，3D影像干擾等於或 

小於7. 5%之區域為三維觀察範圍。由給定3DCT(Xr) = 7. 5% 

之光點直徑SP，顯示單元中心線與光點直徑中央的距離Xr 

可被求出，藉此可以估計三維觀察範圍寬度的變動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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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所示，當光點直徑為2xXct時，70%(或以上)的三維觀察 

區域即被確定。此外，如上所述，當光點直徑大於 Xct/2 

時，丨△ Υ/ΖϊΧ I足夠小，藉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 

並且三維觀察範圍被充分地確定。因此，為了以穩定地平 

衡3D moire與3D影像干擾的方式來得到優良的三維顯示 

特性，光點直徑SP可設定於下列數學公式的範圍之內。

0.5xXct<SP<2xXct

此外，當光點直徑SP為Xct/4時，由第14圖與第15 

圖可知△ Yc = 20%且左Υ/Δ X=0. 03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主 

觀評估結果確定三維顯示特性為主觀上可接受的。因此， 

即使光點直徑SP設定於下列數學公式的範圍之內，仍可得 

到優良的三維顯示特性。

0.25xXct<SP<2xXct

由主觀評估的結果可知，當透鏡焦點由畫素平面移開 

時，畫素平面上光點直徑SP係較佳地介於WX1/2與2xXct 

的範圍之間。當光源直徑SP為WX1/2時，梯形孔洞的斜邊 

區域即為影像模糊發生之邊緣區域。因此，光源直徑SP係 

較佳地大於上述數值。當光源直徑SP為2xXct時，模糊區 

域延伸至孔洞區域，其中孔洞垂直寬度為定值。然而，若 

影像模糊區域大於上述區域，則透鏡的分隔效能便會降 

低。因此，當設計必須優先考慮透鏡的分隔效能時，透鏡 

的曲率半徑可設定於下列兩個數學公式的範圍之內。

HxLx(n-l)/(L+2xXct)/n^ HxLx(n-l)/(L+WXl/2)/n

HxLx(n-l)/(L-WXl/2)/n^ HxLx(n-l)/(L-2xXct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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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的光點半徑SP介於 

WX1/2與2xXct之間，藉此，散焦效應能被充分利用且光 

源直徑SP之內劇烈的亮度變化能被平緩，以得到平緩的亮 

度分佈，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並且高品質的三維影 

像能被提供。此外，雖然光源直徑SP被增加以獲得平緩的 

亮度分佈，但因重疊區域的寬度Xct2小於Xct，所以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且無3D影像干擾。

下文將繼續對第3圖作說明。

點A、D與E圍繞而成之三角形遮蔽部分用於減少3D 

moire與3D影像干擾並且改善影像品質。另一方面，若遮 

蔽部分具有大面積且重疊區域寬度Xct2無法建立的話，開 

口率(aperture ratio)將會大 幅縮小。

為了避免上述情形並且平衡3D影像干擾與3D moire， 

由點A' D ' E圍繞而成之三角形遮蔽部分之區域面積與點 

A、B、C圍繞而成之三角形遮蔽部分之區域面積，兩者的 

比值必須等於或小於既定值使重疊區域寬度Xct2能被建 

立。此係由主觀評估結果所建立而得。具體而言，由點A ' 

D ' E圍繞而成之三角形遮蔽部分之區域面積較佳地等於或 

小於由點A ' B ' C圍繞而成之三角形遮蔽部分之區域面積 

的50%，並且較佳地等於或小於30%以讓開口率減少的程度 

降至最低。

子畫素在X軸方向上的之孔洞垂直寬度並非定值(參 

考第4圖與第13圖)。其由區域Xct朝向顯示單元的中心 

開始減少，具有一最小值，然後朝向重疊區域寬度Xct2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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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此，X軸方向上的平移造成的擾動能被降低。

然而，舉例而言，若第3圖中的點D、F與D' 、F' 

位於幾何上的同一位置，垂直孔洞的大小分佈為定值；在 

重疊區域寬度Xct2之內，垂直孔洞的大小朝向中心線 

a-a'不會增加。

由於垂直孔洞寬度這樣的分佈，所以無法產生足夠的 

散焦效應並且使 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是困難的。因 

此，點D與D'應分別位於點A、F與點A' 、F'之間，即 

在重疊區域之內。由於製程準確度的因素，這個結構能夠 

允許更大的形狀變動，改善生產良率並降低成本。

在TFT基板與其對側基板之間，由於製程準確度的因 

素，寬度為W之斜邊在Y軸方向的變動相關於其在X軸方 

向的變動為1/sin 0。因此，在本實施例之畫素結構中， 

斜邊的角度Θ能夠增加以改善開口率，並且增加Y軸方向 

上相對於X軸方向上之變動餘裕。此外，即使增加角度 Θ，

3D影像干擾並未減少，並且同時3D mo ire比較不容易看 

到。具體而言，本發明之結構係較佳地用於子畫素週期Xdot 

為100//皿（或小於100/zm）之高解析度畫素，其中角度Θ 

能較佳地增加以改善該開口率。根據主觀判斷結果，斜邊 

之最佳角度Θ至少必須等於17度（或大於17度）。

一般而言，因為斜邊的角度為銳角，電場傾向集中於 

近似於梯形之底邊之轉角上，並且偏轉液晶的配向，使得 

來自背光源的光洩漏。然而，在本實施例的畫素之中，銳 

角部分被遮蔽住了，以減少漏光並改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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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似於梯形的所有角度都是鈍角或直角。因此，形成 

遮蔽部分的方法的圓角能夠被縮小，並且能避免製造方法 

造成的開口率降低。此外，在本發明中，因為不需要使用 

高精度的機械化製程，所以成本能夠降低。

在上述解釋中，多重觀察位置被設置於觀察平面並且 

光由畫素入射至顯示平面上所有顯示單元的觀察位置。因 

為特定觀察位置的光係被收集至相應觀察位置，這種系統 

被稱為『光源收集系統』。前述具有兩個觀察位置的影像 

顯示裝置，以及具有多重觀察位置的影像顯示裝置均屬於 

光源收集系統。

第17圖為本實施利影像顯示裝置之光源收集的圖 

式。光源收集系統的特徴在於重新產生用於顯示用途之射 

入觀察者眼睛的光束。本發明能夠有效地適用於光源收集

系統。

除此之外，另有多種類型的系統亦被提出來討論且其 

被稱為空間影像系統、空間影像重製系統、空間影像重現 

系統、空間影像形成系統等。第18圖為空間影像系統的圖 

式。與光源收集系統不同的是，空間影像系統並不設定特 

定的觀察位置。其與光源收集系統的差異在於由空間中物 

體發射的光為了顯示而被重製。積分攝影(Integral 

Photography)系統、積分攝像(Integral Videography)系 

統及積分影像系統均屬於空間影像系統。在空間影像系統 

中，整個影像平面上任意位置上的觀察者並非僅看到一個 

畫素。相對地，對相同位置上的觀察者而言，其可見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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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素構成之多種區域且該區域具有一既定寬度。在每一個 

區域之中，本發明具有如上述光源收集系統般的效果且因 

此能夠有效地用於空間影像系統。

在本發明中，觀察位置並非意味著『使用者在顯示區 

域中所凝視的視點(viewing point) j ，而是表示『使用者 

看著顯示裝置時的觀察位置』或是『使用者眼睛所在的點 

或位置』。

此外，在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中，偏光片11不需 

要設置於液晶顯示面板之內；其能設置於雙凸透鏡3之 

外。藉此，畫素與透鏡之間的距離Η能夠用於減少偏光片 

11的厚度。然後，用於薄化玻璃的拋光製程亦能省略。此 

外，此種配置方式讓畫素與透鏡之間的距離Η在設計上具 

有更大的空間，以改善三維觀察範圍在設計上的自由度。 

特別的是，設置於小型裝置上的三維顯示面板，其最佳觀 

察距離被設計在面板附近，例如一個手掌的範圍附近。由 

於晝素與透鏡之間的距離減少了，三維觀察範圍的寬度能 

更有效地改善。此外，上述設置對於畫素週期小於1000 m 
之高解度畫素結構更加有效。

在本實施例中5顯示面板之圓柱透鏡3a的透鏡表面能 

相對於對側基板2b而被傾斜。如上所述，由於畫素與透鏡 

之間的距離減少了，本結構對於改善最佳觀察範圍的自由 

度與高解度畫素結構是有效的。

此外，影像區隔裝置係由控制液晶分子之折射率分佈 

的電光元件，或具有透鏡效應之凹凸基板與液晶分子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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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的電光元件所構成,並且液 晶分子用 於切換。此外， 

亦可使用由透明區域與不透明區域交替設置而成之視差屏 

障(parallax barrier) °視差屏障能當作是電光元件，其 

中透明區域與不透明區域可由液晶分子加以切換。

此外，當顯示面板中設置用於彩色顯示之帶狀的濾光 

片時，彩色濾光片係較佳地連續設置於X軸方向。藉此， 

不需要遮蔽彩色濾光片相同顏色的區域並且彩色濾光片可 

為矩形。因此，彩色濾光片的製造將很容易並且影像顯示 

裝置的成本能夠降低。

此外，彩色濾光片與遮蔽部可設置於TFT基板2a。藉 

此，重疊的精度能夠改善，遮蔽部的寬度能夠減少且可以 

改善開口率。此外，由於覆蓋斜導線之遮蔽部的寬度減少 

了，3D moire可被抑制‘藉此顯示品質得以改善。

此外，在上述結構中，散焦效應用於減緩由對準變動 

導致之亮度分佈的劇烈改變，藉此能夠得到和緩的亮度分 

佈，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並且提供高品質的三維影 

像。

此外，遮蔽部76能作為TFT基板2a上的導線，而非 

在與Y軸斜交的一對斜邊之間。藉此，遮蔽部在X軸方向 

上具有極大的位置錯誤邊限，開口率的影響亦較小。換言 

之，本結構允許X軸方向上較大的位置邊限與較大的開口 

率。當遮蔽部形成在具導線之基板的對側基板上時，本結 

構是特別有效的。

在本實施例中，第一觀察點畫素為左眼畫素4L且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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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點畫素為右眼畫素4R。但並非以此為限。第一觀察點 

畫素亦可為右眼畫素4R且第二觀察點畫素亦可為左眼畫 

素4L °當顯示面板2在XY平面上旋轉180度時，藉由改 

變影像資料的次序，三維影像能以此方式如同在原始位置 

般地被看到。特別的是，最近的可攜式裝置具有用於改善 

操作便利性之可旋轉的顯示螢幕，無論手中的影像顯示裝 

置1如何旋轉，均能提供所需的資訊。

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之液晶顯示面板並非僅限於TN 

模式的液晶驅動系統且可用於他種液晶驅動模式。水平電 

場 模式的 例 子 包括：IPS(in-p1ane switching)、 

FFS(fringe field switching)，以及 AFFS(advanced 

fringe field switching)系統。此外，垂直對準模式的例 

子包括：MVA(mu 11i-domain vertical a 1 ignment)，其中 

多角度配向的架構用於降低與視角的相關性、 

PVA(patterned vertical al ignment)，以及 ASV(advanced 

super v)系統。此外 > 亦 可較佳 地使用 0CB(optically 

compensated bend)系統或TN模式補償模的液晶顯示面板。

此外，本實施例之顯示面板2係為使用液晶分子作為 

電光元件的液晶顯示器。可行之液晶顯示面板不僅包括穿 

透式液晶顯示面板，也包括反射式液晶顯示面板、半穿透 

式液晶顯示面板、微反射式液晶顯示面板，其中穿透式區 

域大於反射式區域，以及微穿透式液晶顯示面板，其中反 

射式區域大於穿透式區域。

此外，TFT系統係較佳地適用於顯示面板的驅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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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TFT系統的薄膜電晶體不僅包括非晶矽、低溫多晶 

矽、高溫多晶矽，以及單晶矽，並且包括例如五環素 

(pentacene)之有機材料、例如氧化鋅與奈米碳管之氧化金 

屬。此外，不論TFT是何種結構,例如下閘極、上閘極、 

交 錯 式 (stagger i ng) 以 及 反 向 交 錯 式 

(reversed-staggering)，本發 明均適 用之。

此外，本實施例之顯示面板2亦可使用其他種液晶型 

式的顯示面板，例如有機電致發光顯示面板或PALC (plasma 

address liquid crystal) °在有機電致發光顯示面板中， 

非發光區作為遮蔽區。因此，將本發明遮蔽部之結構用於 

非發光區將可得到相同的效果。

此外，在本實施例中，終端裝置可例為行動電話。但 

並非以此為限。本實施例可用於多種可攜式終端裝置，例 

如PDA、個人電視、遊戲機、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以 

及筆記型電腦。此外，本實施例並非僅限於可攜式終端裝 

置，亦適用於自動提款機、自動販賣機、監視器，以及電 

視接收機。

[實施例1，修正實施例1 ]

根據實施例1之修正實施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 

所附圖式作以下說明。

根據此修正實施例，第1 9圖為顯示面板之晝素的平面 

圖。

本實施例之畫素為梯形。孔洞近似於梯形且具有近似 

於三角形之遮蔽部，其中遮蔽部係由在銳角部位之多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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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構成。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係由點A、D、E、F或點A'、 

D' 、E' 、F'圍繞而成之四角形所構成。

子畫素之點F設置於重疊區域Xct2之中且位於由點 

A、E與D圍繞而成的三角形之內。連接點F與D的線與顯 

示面板的中心線a-a'相交。點F、D與線a-a'的夾角大 

於點E ' F與線a-a'的夾角。

點D位於由點A ' B ' C圍繞而成之三角形區域之外。

點D'位於由點A' 、B' 、C'圍繞而成之三角形區域之 

外。因此，點D與D'為曲點，其中X軸方向上的孔洞垂 

直寬度在該處有所變動。由上述曲點開始，孔洞垂直寬度 

朝向顯示單元4的中心逐漸減小。在此，點D與D'在X 

軸方向上的寬度為Xct3。

除了上述特徴之外，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 

的結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 

述。

連接點F、D之線的斜率小於連接點F、E之線的斜率。 

由點D至點F之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小於由點F至點E之 

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因此，由點D至點E之斜率變化較 

小。因此，在此結構中，亮度分佈的擾動與X軸方向上亮 

度分度能夠減小，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點A、E、F、 

D圍繞而成的遮蔽區域用於減少3D影像干擾。

此外，遮蔽部具有鈍角。肇因於遮蔽部之形成方法的 

轉角能被最小化。肇因於製造方法之開口率降低亦能被避 

47



201233147

免。此外，在此結構中，無須使用高精度的機械化製成以 

形成銳角部分，故成本能夠降低。特別的是，僅在寬度Xct 

之內具有鈍角；肇因於生產過程之製成精度的外形變動能 

被降低，並且垂直孔洞寬度的局部變動能被減少。

此外，包括點A、E、F、D之遮蔽區域能用來適度調整 

重疊區域Xct2，以讓3D影像干擾和3D moire達到觀察者 

能夠接受的程度。藉此，即使是由100am（或以下）之子畫 

素構成之高解度畫素，設計的自由度也能夠提高。

主觀評估結果顯示包括點A ' E ' F與D的遮蔽區域佔 

開口率的10%（或以下）。藉此能夠降低開口率的減少並且 

改善3D影像干擾與3D moire °

在近似於梯形之銳角部分的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能 

由具有四邊（或以上）的多邊形所構成。在本實施例中，由 

於具有點F之外的頂點，由點D至點E的斜邊十分平緩， 

其中點F位於點A' D ' E圍繞而成的三角形區域之內。因 

此，在孔洞垂直寬度上的變動是平緩的且3D moire變得不 

容易看見。

[實施例1，修正實施例2 ]

根據實施例1之修正實施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 

所附圖式作以下說明。

第20圖為本實施例畫素之平面圖。

本實施例畫素的顯示單元4係由用於多重觀察位置之 

子畫素所構成。顯示單元4係由設置於X軸方向的4個子 

畫素4S構成。顯示單元4'與4''亦由設置於X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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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4個子畫素4S構成。

畫素40由設置於Y軸方向且以矩陣形式設置於顯示區 

域的顯示單元4、4'與4''所構成。單一畫素中的顯示 

單元4係以在X軸方向延伸之紅色（R）、綠色（G）與藍色（B） 

之彩色濾光片的方式加以設置的。作為顯示單元之4行子 

畫素VX1、VX2、VX3、VX4能將影像排序且輸出至XZ平面 

的4個觀察位置。顏色的次序並非以此為限。紅色、綠色 

與藍色的組合可任意設置。此外，一個畫素的顯示單元並 

非以此為限，其可由3個（或以上）的顯示單元所構成。在 

該等情況中，其可使用3種（或以上）顏色。

對應於第一觀察位置的子畫素被設置於行VX1；對應 

於第二觀察位置的子畫素被設置於行VX2 ；對應於第三觀 

察位置的子畫素被設置於行VX3 :對應於第四觀察位置的 

子畫素被設置於行VX4。行VX1、VX2、VX3、VX4依其個別 

的週期而被設置。但並非以此為限且能視情況修改。

在實施例1中，子畫素的孔洞與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孔 

洞具有類似的形狀。斜設在不同於Y軸方向之方向上的遮 

蔽線被設置於其邊界區域。換言之，斜金屬線被設置於X 

軸方向上彼此鄰接之子畫素4S之間。如上述實施例，在Y 

軸方向上，其孔洞彼此重疊之『重疊區域』係被設置於X 

軸方向上彼此鄰接之子畫素4S之間並且具有重疊寬度 

Xct2。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被設置在子畫素之近似於梯 

形之孔洞的銳角部位上，藉此重疊區域寬度Xct2能視需要 

而設定所需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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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說明中，3D影像干擾定義是雙眼間的影像干 

擾。在具有三個觀察位置（或以上）的多重觀察位置系統之 

中，例如本修正實施例，3D影像干擾可定義為：由『一個 

觀察位置的影像』混入『另一個觀察位置的影像』的影像 

間干擾，並且此種影像干擾稱為『影像間干擾（inter-image 

crosstalk） j 。在上述具有兩個觀察位置之實施例1中5 

雙眼之間的『3D影像干擾』與『影像間干擾』是相同的且 

3D影像干擾能夠越小越好。然而，在具有多重（三個或以 

上）觀察位置的系統之中，『影像間干擾』的存在有助於產 

生平滑交錯的視差，但其會造成雙重影像；微小的『3D影 

像干擾』並非總是令人期待的。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 

的結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 

述°

因為子晝素具有與實施例1相同的形狀，本修正實施 

的影像顯示裝置1與實施例1的影像顯示裝置1具有相同 

的效果。

此外，在多重觀察位置系統的例子中，子畫素隨著觀 

察位置數量的增加而變得更加精細。因此 ' 在金屬線銳角 

部位，因電場增強造成的液晶對準偏折而產生的漏光，以 

及遮蔽部形成方法造成的開口率下降會變得更加明顯。

然而，雖然本修正實施例之子畫素用於減少『影像間 

干擾』，位於銳角之近似於三角形的遮蔽部用於遮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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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可用於改善對比度。除此之外，所有角度均為鈍角或直 

角，藉此可避免因遮蔽部形成方法造成的開口率下降。

在本修正實施例中，所說明者為由具有4個觀察位置 

之顯示單元構成的影像顯示裝置。但並非以此為限。本修 

正實施例可用於具有N個觀察位置之顯示單元的三維顯示 

面板。除了每一個觀察位置的最佳三維資訊，N個觀察位 

置的影像顯示裝置能顯示三維影像，藉此成像優良之三維 

影像的區域得以被擴展。

[實施例2]

本發明實施例2之顯示面板的晝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第21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晝素的平面圖。

在本實施例中，顯示面板之子畫素係由近似於梯形的 

孔洞與環繞其之梯形遮蔽部所構成。在梯形銳角部位的遮 

蔽部具有自孔洞向外彎曲的內緣。

遮蔽部的內緣係讓孔洞由點D至點E向外彎曲。該曲 

線具有橢圓形的曲率。橢圓E1短軸的寬度為Y2,且長軸b 

的寬度等於孔洞寬度WXR的一半，即(Xl + 2xXct2)/2 °橢圓 

El ' E2 ' ΕΓ 、E2'的長軸和短軸是相同的。換言之，橢 

圓E1、E2、E1' 、E2'係彼此相同的，且在近似於梯形之

銳角部位的遮蔽部具有相同的曲率。為了儘量減小近似於 

三角形的面積以確保開口率，以下事情是必要的，即短軸 

a的寬度小於孔洞在Y軸上的寬度Y1，並且長軸b的寬度 

等於(或大於)(Xl+2xXct2)/2。在此，子畫素在X軸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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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洞寬度WXR與WXL是子畫素在X軸方向上的孔洞寬度 

的最大值，且等於先前技術所述之長度Xl+2xXct 1 （參考第 

36 圖）。

由點D至點E的曲線，即孔洞和遮蔽部間的交線，其 

與顯示單元4之中線a-a'相交。

橢圓E1在點D內切近似於梯形的孔洞。因此，在X軸 

方向上，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在點D是連續的。

點D位於點A、B ' C圍繞而成的三角形區域之外且點 

D'也是如此。因此，點D與D'為X軸方向上之孔洞垂直 

寬度產生變動的折點。由上述折點起，孔洞垂直寬度朝向 

顯示單元4的中心逐漸減少。在此，點D與D'在X軸方 

向上的距離為Xct3 °

除了上述特徴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 

述。

在X軸方向上，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在點D是連續的； 

所以孔洞垂直寬度在點D的變化是平滑的。因此，照度和 

亮度分佈的變化是平緩的，藉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

此外，近似於梯形之孔洞的銳角部分並非僅限於橢圓 

曲線並且可使用更高階的函數來產生別種曲線。

[實施例3]

本發明實施例3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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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顯示面板的畫素近似於梯形，並且畫素被近 

似於梯形且朝外彎曲之孔洞的上底與下底所遮蔽。

子畫素具有由三個橢圓與相切於橢圓之四條切線所構 

成的孔洞。上述橢圓為中心位在孔洞中央部位的橢圓E5或 

E5'，以及位在近似於梯形之孔洞之底邊的兩個橢圓E3或 

E3'和E4或E4'。橢圓E5和E5'係彼此相同。橢圓E3 

和E4分別同於E3'與和E4'。

點D、E、F為線與橢圓的切點。在每一個點，X軸方 

向上之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是連續的。

橢圓E3的短軸c大於孔洞垂直寬度Y1。孔洞垂直寬 

度在子畫素的中心線上有最大值。此處，在近似於梯形之 

孔洞的底邊垂直於Y軸的斜邊寬度為定值。但並非以此為 

限。改變孔洞垂直寬度可改變斜邊寬度。

在右眼畫素4R中，連接4個點A、B、A' ' 、B''

的梯形被稱為參考梯形T。連接3個點A、D ' E（其後稱為 

Sa）的遮蔽區域與連接3個點A' ' 、D' ' 、E''（其後 

稱為Sa'）的遮蔽區域係形成於參考梯形T的銳角部位。 

連接3個點B、G、F （其後稱為Tb）的遮蔽區域與連接3個 

點B' ' 、G' ' 、F''（其後稱為Sb'）的遮蔽區域係形

成於參考梯形T的鈍角部位。

另一方面，在參考梯形T之上底，孔洞垂直寬度Y1上 

方的區域，即由點G、I、G''（其後稱為Sc）圍繞而成的 

區域，其為新設於參考梯形T之外的孔洞區域並且用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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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開口率。

在此，區域 Sc大於上述遮蔽區域的總和。換言之， 

Sc>Sa + Sa' +Sb + Sb'。因此，整體而言，子畫素的開口率 

得以改善。此亦適用於左眼畫素4L。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 

述。

在X軸方向上，孔洞垂直寬度的變化在橢圓與線相交 

處是連續的；因此，所以孔洞垂直寬度在交點的變化是平 

滑的。因此，照度和亮度分佈的變化是平緩的，藉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

此外，由於孔洞具有由點G、I、G''圍繞而成的區 

域且該區域面積大於遮蔽區域的總面積，開口率藉此得以 

改善。

上述結構將加以比較且其效果將討論如下。以下將對 

先前技術實施例與實施例1、2、3作比較。

首先，先前技術實施例的畫素稱為『前案畫素』；實 

施例1的畫素稱為『第一級畫素(Pixel Level 1)』；實施 

例2的畫素稱為『第二級畫素(Pixel Level 2)』；實施例 

3的畫素稱為『第三級畫素(Pixel Level 3)』。

第23圖為每一個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的分佈的示意 

圖，其中孔洞垂直寬度為縱軸且X軸方向上的位置為橫軸。

第三級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之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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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Δ Η33約等於第二級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之最大值與最小 

值的差值△成⑦。相較於上述兩個差值，第一級畫素之孔洞 

垂直寬度之最大值與最小值的差值△ Hl 1就比較小。前案 

畫素的孔洞垂直寬度沒有變化。

第24圖為第23圖繪示之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分佈在 

X軸方向上的導數（變化率）的示意圖。

在X軸方向上，第三級畫素導數的變動小於第二級導 

數的變動。笫一級與第二級畫素朝向中心位置時產生劇烈 

變動。另一方面，第三級畫素朝向中心位置時不會產生劇 

烈變動，而是連續地變動。在X軸方向上，第三級畫素孔 

洞垂直寬度的導數在點Ε ' C ' D係連續的（參考第22圖）； 

因此，孔洞垂直寬度在上述點的變動係平緩的，3D moire 

藉此變得不容易看見。

第25圖為使用上述畫素之影像顯示裝置的評估表。在 

本表中，符號（雙圓圈、Ο、△、X）代表主觀評估結果。『雙 

圓圈』表示當觀察時，3D影像干擾/3D moire是看不見的 

且不會感到不適。符號Ο表示當觀察時，3D影像干擾/3D 

moire些許可見但不會感到不適。符號△表示當三維顯示 

在最佳化3D影像干擾/3D moire觀察區域內被觀察時，不 

會感到不適。符號X表示3D影像干擾/3D moire造成嚴重 

不適且可視度降低。

參考該表格 , 前案畫素減少3D moire，但是無法減少 

3D影像干擾，故劣化影像品質。

相反地，本發明之畫素並非僅能降低3D moire，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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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降低3D影像干擾，以實現平衡的影像並改善影像品 

質。

[實施例3，修正實施例1 ]

本發明實施例3之修正實施例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 

配所附圖式作以下說明。

第26圖為本修正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子畫素對於線b-b，係非對稱的且對顯示單元4的中 

心。係對稱的。子畫素的孔洞在近似於梯形之畫素的上底 

與下底向外彎曲，且具有最大化垂直開口率的最大值。

第27(A)圖顯示本修正實施例垂直開口率的分佈且第 

27(B)圖顯示本修正實施例畫素的亮度分佈。如圖所示，孔 

洞垂直寬度在透鏡突起部位附近的邊上為最大，且亮度同 

時為最大，其中透鏡突起部位係為透鏡主軸。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 

的結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修正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 

述0

如第27(B)圖所示，孔洞垂直寬度在透鏡主軸附近的 

邊上具有最大值I與1'。因此，由透鏡分隔有效寬度定 

義之Xct2之亮度變動△ L，即光點直徑SP，變得相對地較 

小且3D moire得以降低。

此外，一般而言，雙凸透鏡3係藉由金屬成型、微影 

或噴墨技術產生的。藉由任意上述技術5更加能夠確保圓 

柱透鏡3a之透鏡突起部位31比起相鄰圓柱透鏡3a之透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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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槽部位 32能夠具有一個既定外形，並且透鏡突起部位 

31具有較佳之光學特性。此外，從透鏡凹槽部位32移除 

任何殘留或沾附之外來物質，比起從透鏡突起部位31將其 

移除，要困難得多，因此降低透鏡凹槽部位32之光學分隔 

效果。

即使使用漸變式折射率(gradient index 5 GRIN)透鏡 

是作為電光元件的液晶用光學元件，例如雙凸透鏡3，折 

射率在透鏡凹槽部位32比在透鏡突起部位31變化更大， 

因此降低透鏡凹槽部位32之光學分隔效果。

此外，舉例而言，即使使用漸變式折射率透鏡以外的 

透鏡，例如所使用者係由具有透鏡效果之凹凸基板以及液 

晶分子組合而成的液晶透鏡，凹凸基板具有對應於透鏡凹 

槽部位32之陡峭的凸起部分，因此降低透鏡凹槽部位32 

之光學分隔效果。

然而，在本修正實施例的畫素中，孔洞垂直寬度在透 

鏡突起部位31附近的邊上增加，藉此自子畫素射出的光能 

夠被導向具有高度光分離性能的透鏡突起部位31。因此， 

根據本修正實施例的畫素得以避免因例為雙凸透鏡及使用 

液晶之電光元件的光學裝置所導致之三維影像品質劣化， 

因此光能夠被有效地利用，進而改善穿透率與三維影像品 

質。

[實施例4]

本發明實施例4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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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之畫素為梯形且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位 

於子畫素近似於梯形之銳角部位之近似於三角形的遮蔽部 

在個別的銳角部位具有不同的結構。因此，孔洞相對於子 

畫素中心線b-b'是非對稱的且相對於顯示單元4之中心0 

是對稱的。

如上所述，雙凸透鏡3係由位於X軸方向之圓柱透鏡 

3a所構成並且形成透鏡凹槽部位32與透鏡突起部位31。 

透鏡凹槽部位32與透鏡突起部位31交替設置於X軸方 

向。在此，如上述實施例所述，光學裝置能夠為由使用液 

晶作為電光元件構成之透鏡。

對應於顯示單元4邊緣的斜金屬線設置於透鏡凹槽部 

位32。顯示單元4之中心的斜金屬線設置於透鏡突起部位 

31。在此，位於顯示單元4邊緣銳角部位之近似於三角形 

的遮蔽部，與位於顯示單元4中央銳角部位之近似於三角 

形的遮蔽部是不同的。

根據本修正實施例的畫素得以避免因為例如雙凸透鏡 

及使用液晶之電光元件的光學裝置所導致之三維影像品質 

劣化。

顯示單元4彼此鄰接之重疊區域寬度Xct2'與 

Xct2''小於顯示單元4中心之重疊區域寬度Xct2 θ換言 

之，在透鏡凹槽部位32具有低光學分隔功效的重疊區域寬 

度Xct2,或Xct2''係小於在透鏡突起部位31的重疊區 

域寬度Xct2，並且可以下列數學公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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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t2' <Xct2

Xct2' ' <Xct2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述。

在透鏡凹槽部位32，光點直徑SP大且光學分隔效果 

差。由於在重疊區域寬度Xct2'與Xct2,'小，其縮小的 

部份可用於調整透鏡突起部位31 =

自子畫素射出的光能夠被導向具有高度光分離性能的 

透鏡突起部位31。因此，根據本實施例的晝素得以避免因 

例為雙凸透鏡及使用液晶之電光元件的光學裝置所導致之 

三維影像品質劣化，因此光能夠被有效地利用，進而改善 

穿透率與三維影像品質。

在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中，子畫素銳角部位之近 

似於三角形的遮蔽部用於讓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並且 

減少3D影像干擾。

[實施例5]

本發明實施例5之顯示面板的晝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第29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之畫素為梯形且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孔 

洞相對於顯示單元4之中心0是對稱的。

如上述實施例，位於近似於梯形之銳角部位之近似於 

三角形的遮蔽部在梯形之個別的銳角部位具有不同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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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位於顯示單元4彼此鄰接之處的重疊區域寬度Xct2' 

或Xct2''大於顯示單元4中心的重疊區域寬度Xct2。換 

言之，在透鏡凹槽部位32具有低光學分隔功效的重疊區域 

寬度Xct2'或Xct2''大於在透鏡突起部位31的重疊區 

域寬度Xct2，並且可以下列數學公式表示。

Xct 2' >Xct 2

Xct2， ' >Xct2

第30圖為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1之光學模型的圖 

式。

相較於上述實施例的觀察寬度，顯示面板2具有較寬 

的觀察寬度eR'與EL'。為了增加觀察寬度，如數學公式 

5至13所示，可調整雙凸透鏡3的折射率η以及圓柱透鏡 

3a與畫素之間的距離Η以獲得所需寬度。

請再參考第29圖，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於顯示單 

元4中央之近似於梯形孔洞的銳角部位。重疊區域寬度 

Xct2小於Xct。此外，在X軸方向上，顯示單元彼此鄰接 

之重疊區域內，在近似於梯形之孔洞的銳角部位沒有遮蔽 

部，藉此Xct2'或Xct2''能被增加以改善開口率。

在上述結構中，如第30圖所示，Θ r2遠大於 Θ rl ° 

距離Η被減少以增加觀察寬度eR'與eL'。因此，其可確 

保三維觀察範圍的光束角Ot具有既定值，而不會減損三 

維觀察範圍。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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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ί的功效將於後文詳述。

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1具有位於顯示單元4中央的 

遮蔽部。藉此得到具有在三維視區(view field)中央部位 

之平衡3D影像干擾與3D mo i re的優良顯示品質。此外， 

因為觀察寬度增加且在X軸方向上，彼此鄰接之顯示單元 

之間沒有遮蔽部，開口率得以改善且不會減損三維觀察區 

域。

由於位於顯示單元4邊緣且對應於透鏡凹槽部位32之 

較大的重疊區域寬度Xct2'與Xct2''，以及位於透鏡凹 

槽部位32之較大的光點直徑之間的綜效，顯然難以進行三 

維觀察之區域得以藉其產生。

當角度範圍。r2很小而難以進行三維觀察時，若觀察 

者並非在螢幕正前方的某處進行觀察，觀察者可能會看見 

所謂的『反轉狀態(reversed state)』，其中左眼影像與 

右眼影像會突然互換。反轉狀態下的觀察是不被預期的， 

因為其將使眼睛疲勞或不適。然而，在上述結構中，在難 

以進行三維觀察的角度範圍3r2而且該角度範圍很大；因 

此，能夠避免反轉狀態。因此，高解析度的三維影像得以 

產生。

在實施例3、4、5之修正實施例1中，第一觀察位置 

畫素4L與第二觀察位置畫素4R構成一顯示單元，並且光 

學裝置之具有高度光學分隔效果的區域係被設置於顯示單 

元之內且具有低度光學分隔效果的區域係被設置於顯示單 

元之間。但並非以此為限。舉例而言，遮蔽部可視其係位 

61 μ



201233147

於顯示單元之內或位於顯示單元之間而有所不同。這個結 

構能夠避免光學裝置導致之三維影像品質劣化且能讓光更 

有效的利用，藉此改善穿透率與三維影像品質。

[實施例6]

本發明實施例6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第31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子畫素具有平行四邊形的外形。子畫素具有 

由平行於X軸的兩邊構成之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孔洞，並 

且兩斜邊與Y軸夾角為Θ。子畫素係以矩陣形式安排於X 

軸方向與Y軸方向。換言之，任意子畫素的斜邊均有相同 

的傾斜角。。因此，與實施例1之畫素不同的是，顯示單 

元4相對於平行於Y軸的線b-b'並非對稱的並且通過子 

畫素的中心。然而，其對於顯示單元4的中心0係對稱的 

並且在XY平面上旋轉180度之後仍具有相同的佈局結構。

畫素40由設置於Y軸方向上的顯示單元4、4'與 

4''所構成。顯示單元的顏色為紅色、綠色或藍色。畫素 

40為方形並且以X軸方向之週期Xuni t且Y軸方向之週期 

Ypix的矩陣形式加以設置。此外，子畫素在X軸方向上的 

週期Xdot為Xun i t/2並且在Y軸方向上的週期Ydot為 

Xpix/3 °紅色、綠色、藍色濾光片在X軸方向上延伸並在 

Y軸方向上重複產生帶狀的圖案。

設置在X軸方向上之子畫素孔洞在Y軸方向上沒有位 

移。平行四邊形的底邊上的遮蔽部在Y軸方向上也沒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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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因此，平行四邊形底邊上的遮蔽部形成一個由顯示區 

域一端延伸至另一端且在X軸方向上延伸的遮蔽部。換言 

之，平行四邊形底邊上遮蔽部的寬度Y2近似於在X軸方向 

上不會變動的定值。

此外，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區域位於近似於平行四邊 

形孔洞的銳角部位。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述。

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1在平行四邊形孔洞之銳角部 

位具有遮蔽部，藉此減少3D影像干擾並減少孔洞垂直寬度 

的變動以使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

通常而言，液晶顯示面板的摩擦配向製程(rubbing) 

是在基板的一個方向上進行的。因此，若每一個畫素在磨 

擦配向方向上包含非對稱的結構，顯示特性會隨子畫素而 

改變，而使影像顯示裝置在不同觀察位置的顯示特性有所 

不同。

然而，本實施例的顯示單元係由單一外型的子畫素所 

構成，減少子畫素之間交錯式結構或電場分佈的差異以及 

降低觀察位置之間顯示特性的差異，其中該差異源起於子 

畫素外形的差異。此外，在上述結構中，由於子畫素的旋 

轉都是相同的，所以能穩定液晶對準所需的外加電壓。換 

言之，不同觀察位置之間影像品質的差異可被減小並且能 

產生均勻的影像，以提供優異的三維影像。此外，子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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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型都是相同的，可以穩定每一個子畫素的液晶對準，減 

少對準誤差或漏光並且改善對比。

根據畫素尺寸與遮蔽區域面積，有一些局部的遮蔽寬 

度可使用影像分隔裝置而被光學地增加，並且降低影像品 

質的吸光粒子(1 i ght-dark parti c 1 es)有時候變得 能被人 

眼看見。然而，在本實施例之顯示單元中，平行四邊形底 

邊上的遮蔽寬度在X軸方向上(即在影像分隔的方向上)近 

似於定值，藉此可根據遮蔽寬度中的變動來減少吸光粒子。

此外，使用水平或傾斜電場的液晶驅動系統，例如 

IPS(in-plane swi tchi ng) 、 FFS(fringe field 

switching) , 以及 AFFS (advanced fringe field swi tching) 

系統'可使用單一對準方向(singl e domain)來改善穿透 

率，其中單一對準方向表示液晶分子朝向相同方向。因此， 

本實施例的畫素結構為最佳適用的。

[實施例7]

本發明實施例7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第32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之子畫素為平行四邊形的外形，且具有近似 

於平行四邊形的孔洞。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外形包括：兩 

個近似於矩形的外形與兩個斜邊，其中兩個近似於矩形的 

外形係由大體平行於X軸之兩邊所構成，並且兩個斜邊相 

對於Y軸具有-。或+。的傾斜。與實施例1所述晝素結構 

不同的是，本畫素結構對於平行於Y軸且穿過子畫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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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線b-b,並非對稱的，但是對於顯示單元4的中心0是 

對稱的。

此外，與上述實施例不同的是，在Y軸方向中彼此鄰 

接的子晝素可將液晶分子各自朝向不同方向對準。當在傾 

斜方向觀察時，多重對準方向（mul t idomain）的補償效果用 

於降低色調的變化。

具有傾斜+。（＞0）之斜邊之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子畫 

素5以及具有傾斜（＜0）之斜邊之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子 

畫素在Y軸方向上交替設置。具有相同傾斜之斜邊的子畫 

素設置於X軸方向。Y軸方向上子畫素的斜邊在每一列轉 

換方向軸方向上子畫素的斜邊則朝向相同方向旋轉。

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形成電極對4PAIR， 

電極對4PAIR在其縱長方向近似平行地設置，縱長方向朝 

向不同於Y軸方向的方向傾斜。在本實施例中，根據平行 

四邊形的斜邊，電極對4PAIR相對於Y軸方向的傾斜被設 

為Θ或-0。電極對4PAIR與子晝素斜邊上的斜導線.係互 

相平行的。

由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形成之多重電極對 

4PAIR設置於子畫素的X軸方向上，用以在每一個子畫素 

孔洞中，垂直於電極對4PAIR之傾斜方向的方向上產生電 

場。形成於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之間的電場包 

括至少一幾乎平行於基板表面的元件，藉此液晶分子51的 

主軸能夠在幾乎平行於基板表面的平面上旋轉。

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設置於TFT基板2a（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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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第2圖)。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施加幾乎平行 

於平面的電場予液晶分子。

在此，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並非以此為限。 

TFT基板上的電極2a與對側基板2b上的.電極亦可用於產 

生幾乎平行於基板表面的電場或傾斜的電場以驅動液晶分 

子。

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幾乎是互相平行的且 

根據斜導線的傾斜，其相對於Y軸具有-。或+。的傾斜。 

換言之，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的傾斜是相同的 

且形成於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之間的電場幾乎 

垂直於斜導線。

在此，子畫素斜邊的傾斛Θ與電極對4PAIR的傾斜能 

夠互相不同。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形成於同一 

層中。但並非以此為限且其能形成於不同層中。

本實施例之畫素中'液晶驅動模式為IPS(in-plane 

switching)系統。如上述實施例所述，FFS( fringe field 

switching)與 AFFS(advanced fringe field switching) 

系統亦較佳地適用於本畫素之中。

上述結構使用的是具有正介電值各向異性的正型液晶 

分子(△ e >0)。TFT基板2a摩擦配向的方向為-Y方向或+Y 

方向。因此，液晶分子51主軸的初始配向幾乎平行於Y軸 

方向。

液晶分子並不限於正型液晶分子。其可為具有負介電 

值各向異性的負型液晶分子(△ ε <0)=在負型液晶分子的 

66



201233147

實施例中，摩擦配向的方向為-X方向或+x方向且液晶分子 

51主軸的初始配向幾乎平行於X軸方向。

除了上述特徵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述。

因為子畫素裡設置的是液晶分子被均勻配向之單一對 

準方向結構，上述結構能夠均勻地驅動液晶分子並改善穿 

透率。此外，電極對4PAIR與子畫素的斜邊是互相平行的， 

藉此畫素電極4PIX與對側電極4C0M能有效地設置，改善 

開口率。

Y軸方向的子畫素能夠將其液晶分子對準在不同的方 

向，藉此能夠補償Y軸方向上子畫素之間的色偏。換言之， 

搭配Y軸方向上的子畫素，能夠得到多重對準方向的補償 

效果。

此外，當所使用者為負型液晶分子時，若電場垂直於 

基板表面，則該型液晶分子很難將其長軸揚起。液晶分子 

在基板表面上，朝向電極上其對準的方向旋轉，藉此改善 

電極的穿透率。此外，電極的亮度差異與電極上的亮度均 

被降低了，藉此減少亮度差異造成之3D moire。

對準方向係以兩列為循環且方向交替的方式設置。彩 

色濾光片係以三列為循環。上述結構表示多重對準方向補 

償的效果每六列循環顯現。在此，六列子畫素延伸超過 

6xYdot的週期。當週期增加，因為容易看見之不均勻導致 

影像劣化。因此，主觀評估顯示晝素週期Ypix為150以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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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佳。換言之，y 軸方向上子畫素週期較佳為 

5 0 /z m （或以下）。

因為電場可能集中在平行四邊形的銳角部位，所以該 

處液晶分子的配向可能會不穩定。在上述結構中，會形成 

減少3D影像干擾的遮蔽部使得上述不穩定的分子配向能 

夠同時被遮蔽'改善三維影像品質並確保高品質液晶顯不 

面板。

[實施例8]

本發明實施例8之顯示面板的畫素將搭配所附圖式作 

以下說明。

第33圖為適用於本實施例影像顯示裝置之複眼透鏡 

（f 1 y-eye lens）的示意圖。

複眼透鏡30為適用於本實施例之影像分隔裝置。複眼 

透鏡30可不只於X軸方向亦可於Y軸方向分隔影像。

第34圖為本實施例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本實施例中，顯示單元係由多重觀察點之子畫素所構 

成。晝素40係由4列與4行之中，總共1 6個子畫素所構 

成。

畫素40具有紅色R、綠色G、藍色B以及白色W之彩 

色濾光片。在此結構中，為了重整XZ平面的影像，VX1、 

VX2 ' VX3或VX4中作為顯示單元以輸出4個觀察位置之影 

像。為了重整YZ平面的影像，VY1、VY2、VY3或VY4中作 

為顯示單元以輸出4個觀察位置之影像。在此，彩色濾光 

片的顏色並非以上述為限。舉例而言，藍綠色（青綠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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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能取代白色。

彩色濾光片係以在畫素的同一列與同一行，相同顏色 

不重複的設置方式而設置。

子畫素之間的遮蔽導線並非與γ軸或X軸平行；其係 

傾斜的。子畫素之間遮蔽導線在X軸方向中，每兩行交替 

方向且在Y軸方向中'每一條線均交替方向。

X軸方向中彼此鄰接之子畫素在 Y軸方向中彼此重 

疊，並且重疊區域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重疊區 

域結構相同。丫軸方向中彼此鄰接之子畫素在X軸方向中 

彼此重疊，並且重疊區域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 

重疊區域結構相同。

除了上述特徴之外，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結 

構與行為與實施例1之影像顯示裝置1相同。

本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的功效將於後文詳述。

首先，由於本實施例子畫素的重疊區域與實施例1之 

子畫素的重疊區域結構相同，故能獲得與之相同的效果。

在上述結構中，即使旋轉90度來觀察影像顯示裝置， 

影像仍能被分隔至不同方向，故能顯示三維影像。因此， 

本結構能設置於具有螢幕旋轉功能的行動裝置。舉例而 

言，其能較佳地使用於具有如第35圖所示之旋轉螢幕的可 

攜式裝置9。

行動電話9的顯示部分設置有如上述之影像顯示裝置 

1。影像顯示裝置1的X軸方向同於行動電話9之螢幕的垂 

直方向，並且影像顯示裝置1的Y軸方向同於行動電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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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螢幕的水平方向。行動電話9的螢幕包括一個旋轉軸鉉 

鏈，藉此其螢幕能夠旋轉。因此 > 影像分隔方向，即X軸 

方向能幾乎平行於觀察者雙眼的連線。

在本實施例中，影像顯示裝置係由具有上述4個觀察 

位置之顯示單元所構成的。但並非以此為限。本實施例亦 

適用於在一個顯示單元中具有N個觀察位置的三維顯示面 

板。N列N行中的畫素能夠用於具有N個觀察位置的影像 

顯示裝置。這種結構能夠顯示具有最佳化每一個觀察位置 

之額外三維影像資訊的三維影像，藉此擴大能觀察到高品 

質三維影像的區域。

在上述實施例之影像顯示裝置1中，顯示單元+X側的 

畫素為左眼畫素4L，且顯示單元-X側的畫素為右眼畫素 

4R。但並非以此為限。第一觀察位置畫素為右眼畫素4R且 

第二觀察位置畫素4L也是可能的。當顯示面板2在XY平 

面旋轉180度時，藉由改變影像資料的次序，觀察者能夠 

如同在原觀察位置一般地觀察到三維顯示。具體而言，第 

35圖之可攜式裝置9具有改善操作便利性的可旋轉式顯示 

螢幕，無論手中的影像顯示裝置1如何傾斜，還是能夠提 

供所需的資訊。因此，本發明影像顯示裝置1能夠有效地 

利用。

部分或整體的上述實施例能夠 以下述添加項加以描 

述，但並非以此為限。

[添加項1]

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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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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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笫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添加項2 ]

如上述添加項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在上述 

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 

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 

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之每 

一者至少彎折一次或以上；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以 

及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添加項3 ]

如上述添加項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在上述 

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 

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 

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之每 

一者至少彎曲一次或以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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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與上述第一區域之導數不同的曲點 。

[添加項4 ]

如上述添加項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顯示一 

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近似於梯形的形狀 ；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設置於上述第二方向使得上述近似 

於梯形的形狀相對於上述第一方向中的一線係對稱的 ；

上述近似於梯形的形狀的斜邊係部份地位於上述第一 

區域；

上述遮蔽部係部份地沿上述斜邊而設置；以及

上述第一區域中的上述遮蔽部包括沿著與上述斜邊不 

同方向延伸的其他斜邊。

[添加項5 ]

如上述添加項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顯示一 

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形狀；

上述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形狀的斜邊係部份地位於上 

述第一區域且至少穿越上述第一區域；

包括沿著與上述斜邊不同方向延伸之其他斜邊的遮蔽 

部係位於上述第一區域中之上述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形狀 

的銳角部位。

[添加項6]

如上述添加項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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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向中之上述第二區域的寬度大於在上述第一方向中 

之上述第一區域的寬度，並且當上述第二孔洞寬度連續地 

變動時其逐漸增加且在上述第二區域中具有一最大數值。 

[添加項7 ]
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並且上述顯示單元係以第一觀察位 

置至第N個觀察位置的次序而設置；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K個（K為1, ··· , Ν-l之整數）觀察位置影像的 

畫素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的畫素在一第一方向 

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 

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向 

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 

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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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κ+ι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K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以 

及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添加項8]
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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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的N個畫素係以在一第一方向 

延伸之N列與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伸的 

N行的矩陣形式而設置；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在上述笫一方向中，顯示一第K個（K為1, ··· , Ν-1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笫二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二方向中，顯示一第i個（i為1, -· , Ν-l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一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三區域與除上述第三區域以外之一第四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 + 1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 

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76



201233147

'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κ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 ；

上述第一孔洞 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顯示一第i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一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三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三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二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三與第四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三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二方向之正方向；

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i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i + Ι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一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以及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三和第四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三區域。

[添加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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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亩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 向之一第二方 向延 

伸；

一第一遮蔽部與一第二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 

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上述光學裝置包括具有高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一分 

隔區域與具有低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二分隔區域；以及

上述第一分隔區域係根據上述第一遮蔽部所設置且上 

述第二分隔區域係根據上述第二遮蔽部所設置。

[添加項10]

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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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大體上係彼此鄰接的並構成一第一 

方向；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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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添加項11 ]
如添加項1和3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包含上 

述相交且與上述第一方向不同的上述邊界線至少部分係由 

一二階或更高階的曲線所構成並且至少彎曲一次或以上。 

[添加項12]
如添加項1和2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上述第 

一區域中之兩條線性曲線的夾角為一鈍角。

[添加項13]
如添加項1、3與1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在 

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間的上述邊界附近，上述導數幾乎 

是連續的。

[添加項14]
如添加項1至9與添加項11至13所述之影像顯示裝 

置，其中，在上述第二區域之上述邊界線上，相交於上述 

第二方向的上述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之間的夾角大於或. 

等於17度。

[添加項15]
如添加項1至9與添加項11至14所述之影像顯示裝 

置，其中，在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間的上述邊界，上述 

第一和第二孔洞寬度係相等的。

[添加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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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添加項1、2與12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包 

含上述相交且與上述第一方向不同的上述邊界線至少部分 

係由N條(N為大於或等於1的整數)線性曲線所構成並且 

彎折N次或以上。

[添加項17]
如添加項1至9與添加項11至16所述之影像顯示裝 

置，其中5上述光學裝置係由一雙凸薄片(lenticular 
sheet)所構成，其中圓柱透鏡的突起部位與凹槽部位係在 

上述第一方向交替設置的；以及

圓柱透鏡的上述突起部位的位置係由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至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 

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

[添加項18]
如添加項17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 > 其中，圓柱透鏡的 

上述突起部位位於相應於上述第一區域的位置 ；

圓柱透鏡的上述凹槽部位位於一第三區域，其中在上 

述第一方向彼此鄰接之兩個上述顯示單元在上述第二方向 

彼此重疊；以及

上述第三孔洞寬度的變動與上述第一孔洞寬度的變動 

係不同的，其中上述第三孔洞寬度的變動係為上述第三方 

向中兩個上述顯示單元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 

[添加項19]
如添加項7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上述光學裝 

置係由一雙凸透鏡薄片(1 enticu 1 ar 1 ens sheet)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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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圓柱透鏡之上述突起部位與凹槽部位係在上述第一方 

向交替設置的；

圓柱透鏡的上述突起部位的位置係由顯示一笫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至顯示一第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

[添加項20]
如添加項19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圓柱透鏡的 

上述凹槽部位位於一第三區域，其中在上述第一方向彼此 

鄰接之兩個上述顯示單元在上述第二方向彼此重疊；以及

上述第三孔洞寬度的變動與上述第一孔洞寬度的變動 

係不同的，其中上述第三孔洞寬度的變動係為上述第三方 

向中兩個上述顯示單元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 

[添加項21]
如添加項8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上述第三孔 

洞寬度相對於上述第二方向的導數係以其總和為一負值的 

方式而變動。

[添加項22]
如添加項8及21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上述光 

學裝置係由一複眼透鏡薄片(f 1 y-eye lens sheet)所構 

成，其中圓柱透鏡之上述突起部位與凹槽部位係在上述第 

一與第二方向交替設置的；

透鏡的上述突起表面的位置係在上述第一和第二方向 

中，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至 

顯示一第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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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項23]
如添加項18至20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根據 

上述透鏡突起部位之區域設置之斜邊部位的傾斜方向與上 

述笫二方向的夾角大於根據上述透鏡凹槽部位之區域設置 

之斜邊部位的傾斜方向與上述第二方向的夾角；以及

根據上述透鏡突起部位之區域設置之斜邊部位的寬度 

小於根據上述透鏡凹槽部位之區域設置之斜邊部位的寬 

度。

[添加項24]
如添加項18至20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中，在上 

述第一方向中之上述笫二區域的 寬度大於在上述第一方向 

中之上述第一區域的寬度，當上述笫二孔洞寬度連續地變 

動時其逐漸增加且在上述第二區域中具有一最大數值，上 

述第二孔洞寬度在上述透鏡突起部位的頂點附近有最大 

值，而非在上述孔洞的中心。

[添加項25]
一種終端裝置，其中上述終端裝置設置有添加項1至

24中任一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

[添加項2 6]
一種終端裝置，其中上述終端裝置設置有添加項10所

述之影像顯示裝置。

雖然本發明已以一或多較佳實施例揭露如上，然其並 

非用以限定本發明，任何熟悉此項技藝者，在不脫離本發 

明之精神和範圍內，當可做些許更動與潤飾，因此本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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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保護範圍當視後附之申請專利範圍所界定者為準。

【圖式簡單說明】

本發明能夠搭配所附圖式與說明而被較佳地理解' 其 

中：

［第1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之顯示面板畫素的平面圖；

［第2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影像顯示裝置的截面圖；

［第3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之顯示面板的畫素放大圖；

［笫4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之顯示面板之孔洞垂直寬 

度的分佈圖；

［第5圖］是雙凸透鏡之光學模型截面圖；

［第6圖］顯示用於計算影像分隔條件之最小曲率半徑 

之光學模型的圖式；

［第7圖］為最大曲率半徑之光學模型，用以計算雙凸 

透鏡之影像分隔條件；

［第8圖］本發明實施例1影像顯示裝置之光學模型的 

圖式；

［第9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顯示本發明影像顯示裝置 

之亮度分佈的圖式；

［第1 0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顯示自子畫素射出光的方 

向與3D影像干擾之關係的圖式；

［第11圖］為顯示畫素之孔洞垂直寬度分佈與光點直 

徑之關係的圖式；

［第12圖］為在本發明實施例1顯示面板之畫素，X軸 

84



201233147

方向上亮度分佈與光點直徑SP之關係的圖式（A），以及其 

部分圖式（B）；

［第1 3圖］顯示本發明實施例1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孔洞 

垂直寬度分佈（A），以及亮度分佈（B）；

［第1 4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畫素中光點直徑SP與3D 
moire之關係的圖式；

［第1 5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晝素中亮度變化梯度△ Y/
△ X與光點直徑SP之關係的圖式；

［第1 6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畫素中光點直徑SP與三

維觀察範圍之關係的圖式；

［第17圖］為本實施利影像顯示裝置之光源收集的圖 

式；

［第18圖］為空間影像系統的圖式；

［第1 9圖］為本實施例1之修正實施例1顯示面板之畫 

素的平面圖；

［第2 0圖］為本發明實施例1之修正實施例2顯示面板

之畫素的平面圖；

［第21圖］為本實施例2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第22圖］為本實施例3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圖；

［第2 3圖］為不同實施例中，X軸方向上位置之孔洞垂

直寬度分佈的比較圖；

［第24圖］為不同實施例中，孔洞垂直寬度分佈在X軸

方向上的導數的比較圖；

［弟2 5圖］為本貫施例之主觀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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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圖］為本發明實施例3之修正實施例1顯示面板 

之畫素的平面圖；

［第27圖］為本發明實施例3之修正實施例1顯示面板 

之畫素中孔洞垂直寬度分佈的示意圖（A），以及亮度分佈的 

示意圖（B）；

［第28圖］為本發明實施例4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 

圖；

［第29圖］為本發明實施例5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 

圖；

［第30圖］為由本發明實施例5影像顯示裝置顯示面板 

晝素射出光線的方向與3D影像干擾的圖式；

［第31圖］為本發明實施例6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 

圖；

［第32圖］為本發明實施例7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 

圖；

［第33圖］為適用於本發明實施例8顯示面板之複眼透 

鏡的不意圖；

［第34圖］為本發明實施例8顯示面板之畫素的平面 

圖；

［第35圖］為使用本發明之影像顯示裝置之可攜式裝 

置的示意圖；

［第36圖］為先前技術三維影像顯示裝置之畫素的示 

意圖；

［第37圖］為先前技術三維影像顯示裝置之畫素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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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圖；以及

［第38圖］(A)(B)為先前技術三維影像顯示裝置之畫

素的示意圖。

【主要元件符號說明】

1〜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2a〜TFT基板； 2b〜對側基板；

3〜雙凸透鏡； 3a〜圓柱透鏡；

30〜複眼透鏡； 31〜透鏡突起部位；

32〜透鏡凹槽部位； 4, 4' , 4”〜顯示單元；

40〜畫素； 4R, 4R' , 4R”〜右眼畫素；

4L, 4L' , 4L”〜左眼畫素；

4S〜子畫素； 4COM〜對側電極；

4PIX〜畫素電極； 5LC〜液晶層；

51〜液晶分子； 55R〜觀察者的右眼；

5 5L〜觀察者的左眼；11〜偏光板；

15〜背光源； 16〜光束；

76〜遮蔽部； 9〜行動電話；

WXR〜右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WXL〜左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Xct 1, Xct2〜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I〜非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dot〜X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Ydot〜Y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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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nit〜X軸方向中顯示單元週期；

Yunit- Y軸方向中顯示單元週期；

Xpix〜X軸方向中畫素週期；

Ypix〜Y軸方向中畫素週期；

Θ rl, Θ r2- 3D影像干擾嚴重的角度範圍；

Θ t~ 3D影像干擾不嚴重的角度範圍；

Θ s-- 個觀察位置的觀察範圍；

SP〜光點直徑；

Xr〜顯示單元中心線與光點直徑中心之間的距離；

1076〜遮蔽部。

R〜紅色； G〜綠色；

B〜藍色； 1013〜重疊區域；

1014〜非重疊區域； 1015〜片；

1003a〜圓柱透鏡； 1011〜垂直方向；

1012〜水平方向； 1 041, 1 042〜子畫素

1 070〜導線； 1 075〜孔洞；

88



201233147

INCORPORATION BY

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次申請案號：/”。〃况时

淤申請日：叶 [b ※【卩。分類：

一、 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影像顯示裝置、具有參照功能 

DISPLAY APPARATUS, DISPLAY PANEL 
REFERENCE

二、 中文發明摘要：

在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之顯示面板(2)之中，左眼畫素 

(4L)和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並且具有近似於梯 

形的形狀。子畫素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其具有上底和 

下底，大體上平行於X軸5並且具有斜邊，傾斜於與Y軸 

方向不同之方向上。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於近似於梯 

形之形狀的銳角部位。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用以產生 

影像顯示裝置之和緩的亮度(brightness)和照度 

(luminance)分佈，因此3D mo i 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且3D影 

像干擾能夠降低。

三、 英文發明摘要：

In the display pane 1 (2) of an image display 
apparatus, a left-eye pixel (4L) and a right-eye pixel 
(4R) constitute a display unit (4) and have a near 1 y 

之顯示面板/ I 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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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ezoi da 1 shape. A sub-pi xe 1 has a near 1 y 
trapezoida 1 aperture having upper and 1ower bases 
nearly para 11 e 1 to the X-ax i s and two obii que s ides 
oblique i n d i rect i ons d i f ferent from the Y-ax i s 
di rect i on. A near 1y triangular shielding part i s 
prov i ded at the acute angle part of the near 1 y 
trapezoida 1 shape. The near 1y triangu1 ar shielding 
part serves to create a gentle distribution of 
br i ghtness and 1umi nance of the i mage display 
apparatus, whereby 3D moi re becomes less visible and 
3D crossta1k is reduced.

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3a〜圓柱透鏡； 4, 4' ·〜顯示單元；

4R, 4R,〜右眼畫素； 4L, 4L' 〜左眼畫素；

7 6〜遮蔽部； a-a', b-b'〜中心線；

A, A' , Β, B' , D, D' ,E, E', 0〜點；

WXL〜左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WXR〜右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XI〜非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ct2〜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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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專利範圍：

ί.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 > 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

其中，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 

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 

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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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笫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位 與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 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 

中，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一第一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 

邊界線之每一者至少彎折一次或以上；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以 

及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 

中，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位與顯示一第一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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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線之每一者至少彎曲一次或以上；以及

具有與上述第一區域之導數不同的曲點。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 

中，顯示一笫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近似於梯形的形 

狀；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設置於上述第二方向使得上述近似 

於梯形的形狀相對於上述第一方向中的一線係對稱的；

上述近似於梯形的形狀的斜邊係部份地位於上述第一 

區域；

上述遮蔽部係部份地沿上述斜邊而設置；以及

上述第一區域中的上述遮蔽部包括沿著與上述斜邊不 

同方向延伸的其他斜邊。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 

中，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近似於平行四邊形 

的形狀；

上述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形狀的斜邊係部份地位於上 

述第一區域且至少穿越上述第一區域；

包括沿著與上述斜邊不同方向延伸之其他斜邊的遮蔽 

部係位於上述第一區域中之上述近似於平行四邊形的形狀 

的銳角部位。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之影像顯示裝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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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上述第一方向中之上述第二區域的寬度大於在上述 

第一方向中之上述第一區域的寬度，並且當上述第二孔洞 

寬度連續地變動時其逐漸增加且在上述第二區域中具有一 

最大數值。

7. —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並且上述顯示單元係以第一觀察位 

置至第N個觀察位置的次序而設置；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K個（K為1, ··· , Ν-l之整數）觀察位置影像的 

畫素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的畫素在一第一方向 

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 

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孫由其在上述第二方向 

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 

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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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κ+ι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 

素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K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 + 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以 

及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8. —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且包 

括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之N個（N為大於或等於2之整數） 

畫素的複數顯示單元；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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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上述N個畫素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N個觀察位置影像的N個畫素係以在一第一方向 

延伸之N列與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伸的 

N行的矩陣形式而設置；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N個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N個畫素的孔洞周圍；

在上述第一方向中，顯示一第K個（K為1,···,Ν-1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Κ + 1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二方向中，顯示一第i個（i為1, -· , N-1之 

整數）觀察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個觀察 

位置影像之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一方向互相重疊之 

一第三區域與除上述第三區域以外之一第四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晝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1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 

度；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K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K+1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 

孔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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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κ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晝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K+1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一和第二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一區域；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小於上述第二孔洞寬度 ；

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顯示一第i個觀察位置影像之 

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i + Ι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的孔洞在上述第一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三孔洞寬 

度；

上述第三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二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三與第四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三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二方向之正方向；

在上述第三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i個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 

部位與顯示一第i + Ι個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 

間的邊界線5與上述第一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 

或以上的曲點；以及

邊界線和與上述第一方向幾乎平行之遮蔽部的相交位 

於除上述第三和第四區域之邊界以外的上述第三區域。

9. 一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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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以及

一光學裝置，上述光學裝置將由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 

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 

射出之光重整至彼此不同的方向，其中：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由顯示一第二 

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在一第一方向上係彼此鄰接的；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第一遮蔽部與一第二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 

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上述光學裝置包括具有高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一分 

隔區域與具有低度光學分隔效能的一第二分區域；以及

上述第一分隔區域係根據 上述第一遮蔽部所設置且上 

述第二分隔區域係根據上述第二遮蔽部所設置。

ίο. —種影像顯示裝置，包括：

一顯示面板，上述顯示面板具有以矩陣形式設置之複 

數顯示單元並且包括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 

素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至少一畫素 ；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與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大體上係彼此鄰接的並構成一第一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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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顯示單元所成之列在上述第一方向延伸且上述顯

示單元所成之行在垂直於上述第一方向之一第二方向延 

伸；

一遮蔽部，上述遮蔽部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一觀察位 

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且圍繞設置在顯示一第二觀 

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周圍；

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 

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係由其在上述第二方 

向互相重疊之一第一區域與除上述第一區域以外之一第二 

區域所構成；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總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一孔洞寬度 ；

在上述第二區域之內，顯示一第一觀察位置影像之上 

述畫素的孔洞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 

洞在上述第二方向的孔洞寬度構成一第二孔洞寬度；

上述第一孔洞寬度對上述第一方向的導數為非零實數 

以使由上述第一與第二區域邊界附近朝向上述第一區域的 

中心的方向為上述第一方向之正方向；以及

在上述第一區域之內，上述遮蔽部與顯示一第一觀察 

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界線以及上述遮蔽部 

位與顯示一第二觀察位置影像之上述畫素的孔洞之間的邊 

界線，與上述第二方向相交的邊界線包括至少一個或以上 

的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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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圖式：如後所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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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觀察時，3D影像干擾/3D moire是看不見的且不會感到不適

表示當觀察時，3D影像干S/3D moire些許可見但不會感到不適

表示當三維顯示在最佳化3D影像干擾/3D moire觀察區域內被觀察時，不會感到不適 

表示3D影像干擾/3D moire造成嚴重不適且可視度降低

佈局數值

光點直徑比

3Dmoire
3DCTmin 主觀評估 

（視覺品質）
開口率 最大導數值 遮蔽區域Sct2/ 

區域Sct1 ΔΥο ΔΥ/ΔΧ

第一級畫素 0.95 · 2.0 15% 1 25% 0.10 5.1% △
1.5 15% 0.06 o~©

第二級畫素 0.9 2.5 30% 1 35% 0.05 3.2% △
1.5 15% 0.03 ©

第三級畫素 1.1 1.8 15% 1 30% 0.04 5.0% o〜©
1.5 20% 0.02 ©

前案重素 1 0 0 1 3.1% 0.01 10.1% X
1.5 2.5% 0.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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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ezoi da 1 shape. A sub-pi xe 1 has a near 1 y 
trapezoida 1 aperture having upper and 1ower bases 
nearly para 11 e 1 to the X-ax i s and two obii que s ides 
oblique i n d i rect i ons d i f ferent from the Y-ax i s 
di rect i on. A near 1y triangular shielding part i s 
prov i ded at the acute angle part of the near 1 y 
trapezoida 1 shape. The near 1y triangu1 ar shielding 
part serves to create a gentle distribution of 
br i ghtness and 1umi nance of the i mage display 
apparatus, whereby 3D moi re becomes less visible and 
3D crossta1k is reduced.

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3a〜圓柱透鏡； 4, 4' ·〜顯示單元；

4R, 4R,〜右眼畫素； 4L, 4L' 〜左眼畫素；

7 6〜遮蔽部； a-a', b-b'〜中心線；

A, A' , Β, B' , D, D' ,E, E', 0〜點；

WXL〜左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WXR〜右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XI〜非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ct2〜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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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ot〜X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Yl, Y2, Y3〜孔洞垂直寬度；

Ydot〜Y軸方向中子畫素週期。

五、 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無。

六、 發明說明：

本說明書乃基於2010年9月15日提申之日本專利申 

請案（申請案號：201 0-207309），並包括其說明書、申請專 

利範圍、圖式以及摘要。上述所列日本專利申請案全體皆 

引用作為本說明書的揭示內容。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有關於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以及適用多重觀察位 

置而顯示不同影像之顯示面板，特別相關於顯示高畫質三 

維影像的顯示面板。

【先前技術】

由於行動電話與資訊終端逐步改良，影像顯示裝置變 

得更小且更精細。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新型影像顯示裝置， 

允許觀察者在不同觀察位置看到不同影像的影像顯示裝置 

也逐漸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換言之，影像顯示裝置在多重 

觀察位置能夠產生不同的可視影像，並且三維影像顯示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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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號：gnf

※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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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卩。分類： ，>/
Η© 屮齐

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Ge彦叼宀’ t 5' /Λ

影像顯示裝置及顯示面板/IMAGE DISPLAY APPARATUS,
DISPLAY PANEL

θ 二、中文發明摘要·

在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之顯示面板（2）之中 ' 左眼畫素

（4L）和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並且具有近似於梯 

形的形狀。子畫素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 ' 其具有上底和 

下底，大體上平行於X軸，並且具有斜邊，傾斜於與Υ軸 

方向不同之方向上。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於近似於梯 

形之形狀的銳角部位。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用以產生 

影像顯示裝置之和緩的亮度（brightness）和照度 

Ο （1 um i nance）分佈，因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且3D影

像干擾能夠降低。

三、英文發明摘要：

In the display panel (2) of an image display 
apparatus, a left-eye pixel (4L) and a right-eye pixel 
(4R) const i tute a display uni t (4) and have a near 1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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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畫素。在本實施例中，第一觀察位置畫素是左眼畫素4L 

且第二觀察位置畫素是右眼畫素4R °

一對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 °當 

焦點集中於構成顯示單元4之最小單元畫素之一者(左眼 

畫素4L或右眼畫素4R)時，稱其為『子畫素』。

圓柱透鏡3a是具有圓頂型突起部份的一維透鏡。圓柱 

型透鏡3a的延伸 方向垂直於顯 示平面的陣列 方向。圓柱型 

透鏡3a在其延伸方向沒有透鏡的有效成分，透鏡3a的有
C
髦' 效成分僅存在於與其延伸方向垂直之陣列方向。

第2圖為本發明影像顯示裝置的截面圖。

影像顯示裝置1是由使用液晶分子作為光電元件之顯 

示面板2、雙凸透鏡(lenticular lens) 3以及背光源15所 

構成。雙凸透鏡3是由延一維方向設置之許多圓柱透鏡3a 

所構成。圓柱透鏡3a僅在陣列方向具有透鏡的有效成分° 

圓柱透鏡3a的陣列方向與彼此交替之左眼畫素4L與右眼 

θ 畫素4R的設置方向相同。圓柱透鏡3a的位置是根據顯示 

單元4而設置的。

上述透鏡的有效成分方向與彼此交替之左眼畫素4L 

與右眼畫素4R的設置方向相同。因此，圓柱透鏡3a作為 

將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分開至不同方向的分光裝 

置。並且，圓柱透鏡3a能夠將左眼畫素4L顯示之影像與 

右眼畫素4R顯示之影像分開至不同方向。換言之，雙凸透 

鏡3是作為影像分離裝置或影像重整裝置之光學元件。在 

此，圓柱透鏡3a的焦點介於圓柱透鏡3a的基點或頂點與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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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素表面或左眼畫素4L或右眼畫素4R的平面之間。

在本說明書中，為了簡化說明，XYZ狄卡爾坐標系定 

義如下。左眼畫素4L與右眼畫素4R在一方向上交替設置， 

由右眼畫素4R至左眼畫素4L之第一方向被定義為+X方向 

且其反方向被定義為-X方向。+ X方向與-X方向合稱為X 

軸方向。圓柱透鏡3a的長軸方向是第二方向且其被定義為 

Y軸方向。此外，垂直於X軸方向與Y軸方向的第三方向 

被定義為Z軸方向。在Z軸方方向上，由左眼畫素4L或右 

眼畫素4R的平面至雙凸透鏡3的方向被定義為+Z方向且 

其反方向被定義為-Z方向。+Z方向向前延伸至觀察者。觀 

察者在面向+Z方向的一側觀察顯示面板2。此外，+Y方向 

是用右手座標系所建立之方向。換言之，當右手之拇指指

向+X方向且食指指向+Y方向時，其中指指向+Z方向。

在上述定義之XYZ狄卡爾坐標系中，圓柱透鏡3a設置 

在X軸方向且左眼影像與右眼影像在X軸方向被分開。顯 

示單元4在Y軸方向對齊。顯示單元4與圓柱透鏡3a在X 

軸方向以相同間距設置。此外，每一個圓柱透鏡3a是根據 

在Y軸方向設置之一行顯示單元4而設置的。

在本實施例中，X軸中一排的子畫素稱為一列，Y軸中

一排的子畫素稱為一行。

如第1圖所示，顯示單元4由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

4L構成，顯示單元4'由由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

構成。

在本實施例中，一個畫素由三個顯示單元構成。每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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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有限之寬度W之遮蔽線設置於梯形的斜邊。斜邊 

與Y軸方向的夾角為Θ。在本文中，在Y軸方向上夾角為 

0且隨著順時針增加。

平行於Y軸且穿過右眼畫素4R之孔洞之最外緣之點E 

的線形成非重疊區與重疊區的邊界線。在近似於梯形之孔 

洞的下底上，介於遮蔽部與孔洞之間的邊界線平行於 X 

軸。點F是下底邊界線與平行於Y軸且通過點E'之線的 

交點，點F也是右眼畫素4R的斜邊與平行於Y軸且通過點 

E'之線的交點。

點A是連接點B、點E之延伸線與近似於梯形之孔洞 

之下底延伸線的交點，點B是右眼畫素4R之近似於梯形之 

孔洞之上底的頂點。點A'是可由左眼畫素4L以類似方式 

得到的交點。點A與點B'位在平行於Y軸之相同線上， 

點A'與點B也是如此。

點C是連接點A'、點B之延伸線與右眼畫素4R之近 

似於梯形孔洞之下底的交點。點C'是可由左眼畫素4L以 

類似方式得到的交點。

點D位於點A與點F之間，且位於寬度為Xct2之重疊 

區之內。

連接點D、點E的線與連接點D'、點E'的線是相對 

於Y軸方向傾斜的，並且與顯示單元4的中心線a-a'相 

交。

子畫素具有一個近似於梯形的孔洞。梯形下底之銳角 

部份被點A、D、E或點A' 、D' 、E'形成的三角形所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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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形成六角形的孔洞。點A、B、C形成的直角三角形與 

點A' 、B' 、C'形成的直角三角形在Y軸方向彼此重疊， 

形成的重疊區在X軸方向具有重疊寬度Xct。在此，因為 

子畫素的孔洞被點A、D、E或點A' 、D' 、E'形成的三 

角形所遮蔽，重疊區寬度Xct2小於Xct。

在此，連結點A與點C之線段的長度L(A-C)與孔洞垂 

直寬度Y1的關係為L(A-C) = Ylxtan Θ，且連結點A'與點 

C'之線段的長度L(A' -C')與孔洞垂直寬度Y1的關係也 

是如此。換言之，點A、B、C與點A' 、B' 、C'的位置 

關係與第36圖所示之畫素中，點A、B、C與點A' 、B'、 

C'的位置關係相同。

點A、D、E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ct2是被設置而使重 

疊區寬度Xct2存在且小於點A、B、C形成之三角形的的區 

域S ctl。曲點A' 、D' 、E'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ct2' 
與由點A' 、B' 、C'形成之三角形的區域SctT也是如 

此。

假設梯形斜邊上具有寬度W的斜線部份在X軸方向上 

的寬度為WX1，WXl=W/cos Θ。此外，假設斜線部份在Y軸 

方向上的寬度為WY1，WY1 =W/s in Θ。

第4圖為顯示面板2之孔洞垂直寬度的分佈圖。

顯示單元4之右眼畫素4R與左眼畫素4L之孔洞垂直 

寬度的總和在X軸方向上並非定值。其在顯示單元4的中 

央部位(即在重疊區寬度Xct2附近)有所變動。孔洞垂直寬 

度由區域Xct朝向顯示單元4的中心遞減至一最小值，然

2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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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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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Ge彦叼宀’ t 5' /Λ

影像顯示裝置及顯示面板/IMAGE DISPLAY APPARATUS,
DISPLAY PANEL

θ 二、中文發明摘要·

在一種影像顯示裝置之顯示面板（2）之中 ' 左眼畫素

（4L）和右眼畫素（4R）構成顯示單元（4）並且具有近似於梯 

形的形狀。子畫素具有近似於梯形的孔洞 ' 其具有上底和 

下底，大體上平行於X軸，並且具有斜邊，傾斜於與Υ軸 

方向不同之方向上。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於近似於梯 

形之形狀的銳角部位。近似於三角形之遮蔽部位用以產生 

影像顯示裝置之和緩的亮度（brightness）和照度 

Ο （1 um i nance）分佈，因此3D moire變得不容易看見且3D影

像干擾能夠降低。

三、英文發明摘要：

In the display panel (2) of an image display 
apparatus, a left-eye pixel (4L) and a right-eye pixel 
(4R) const i tute a display uni t (4) and have a near 1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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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ezoidal shape. A sub-pixel has a near 1y 
trapezoida 1 aperture having upper and 1ower bases 
near 1y para 11e 1 to the X-axis and two ob1i que sides 
obii que i n directions d i f f erent from the Y-axis 
di recti on. A near 1y tri angu1 ar shielding part i s 
prov i ded at the acute angle part of the near 1 y 
trapezo i da 1 shape. The near 1y tri angu1 ar shi elding 
part serves to create a gent 1e distribution of 
brightness and luminance of the i mage display 
apparatus, whereby 3D moire becomes less visible and 
3D crosstalk i s reduced.

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3a〜圓柱透鏡； 4, 4'〜顯示單元；

4R, 4R'〜右眼畫素； 4L, 4L'〜左眼畫素；

76〜遮蔽部； a -a' ,b-b'〜中心線；

A, A' , Β, Β' , D, D' , Ε, Ε' , 0〜點；

WXL〜左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WXR〜右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XI〜非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ct2〜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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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pezoidal shape. A sub-pixel has a near 1y 
trapezoida 1 aperture having upper and 1ower bases 
near 1y para 11e 1 to the X-axis and two ob1i que sides 
obii que i n directions d i f f erent from the Y-axis 
di recti on. A near 1y tri angu1 ar shielding part i s 
prov i ded at the acute angle part of the near 1 y 
trapezo i da 1 shape. The near 1y tri angu1 ar shi elding 
part serves to create a gent 1e distribution of 
brightness and luminance of the i mage display 
apparatus, whereby 3D moire becomes less visible and 
3D crosstalk i s reduced.

四、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第（1）圖。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1〜影像顯示裝置； 2〜顯示面板；

3a〜圓柱透鏡； 4, 4'〜顯示單元；

4R, 4R'〜右眼畫素； 4L, 4L'〜左眼畫素；

76〜遮蔽部； a-a' ,b-b'〜中心線；

A, A' , Β, B' , D, D' , E, E' , 0〜點；

WXL〜左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WXR〜右眼畫素孔洞在X方向的寬度；

XI〜非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Xct2〜重疊區域在X方向的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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