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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及其模块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及其模

块，其中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是呈上宽下窄之

杯形结构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另外于底部凹

设有一第一入光面与一第二入光面而形成一容置

空间及一入光孔，该容置空间用以容置一发光源，

又该第一入光面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用以阻却

该发光源之余光。其中该第一入光面与该入光孔

之距离为 S，而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入光孔之

距离为 L，且该挡余光结构相对于该入光孔之距

离满足0＜L＜(3/8)*S，及S≥0.8*D之关系式。

该挡余光结构即可阻挡该发光源于该第二入光面

处反射所造成之余光现象。

(51)In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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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为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底部凹

设有一第一入光面与一第二入光面，该第一入光面侧缘与该第二入光面之一侧缘连接设置

而形成一容置空间并用以容置一发光源，该发光源为发光二极管，又该第二入光面之另一

侧缘则围绕形成一入光孔，该入光孔宽度为 D，其特征在于：

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之该第一入光面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供以阻挡由该发光

源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所反射之余光；其中该挡余光结构由该第一入光面朝该入光孔

方向延伸收束而形成倒锥形结构，该第一入光面与该入光孔之距离为 S，而该挡余光结构

底端与该入光孔之距离为 L，且该挡余光结构相对于该入光孔之距离满足 0<L<(3/8)*S，及

S≧ 0.8*D 之关系式。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其特征是该挡余光结构之表面呈凸弧

状、凹弧状或平面状。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其特征是该挡余光结构之表面为雾面

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第 1至 3项其中任一项所述的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其特征是该出光

面凹设有一偷料孔。

5.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为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底

部凹设有一第一入光面与一第二入光面，该第一入光面侧缘是与该第二入光面之一侧缘连

接设置而形成一容置空间，且该容置空间设有一发光源，又该第二入光面之另一侧缘则围

绕形成一入光孔，其特征在于：

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之该第一入光面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供以阻挡由该发

光源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所反射之余光；其中该挡余光结构由该第一入光面朝该入光孔

方向延伸收束而形成倒锥形结构，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发光源距离为 L”，而该发光源所

发射之光线经该第二入光面反射至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的一中心轴而形成一中心

反射点，该中心反射点与该发光源距离为 P，且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发光源距离是满足

L”≤ P之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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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及其模块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与光学透镜之技术领域相关，特别是关于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及其

模块，用以使一发光源射出之光线经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后，得以有效阻却余光现象之

产生。

背景技术：

[0002] 为调整在各领域中利用发光二极管 (Light Emitting Diode,LED) 为发光源之

照射效果，一般业界是利用一光学透镜罩覆于该发光二极管上方，进而使该发光二极管射

出之光线经该光学透镜后产生各类适用性较佳的光形布局。例如，就照明领域而言，可针

对 LED 灯具的照度、均光或照明范围等特性进行改善。请续以参阅图 1～ 3，其分别为已知

LED 光学透镜之结构剖面示意图、发光二极管光源经光学透镜后之余光光迹示意图及辐照

度图。如图所示，该光学透镜 1 由硅胶、压克力、聚碳酸酯或玻璃等透明材质所一体制成之

光学元件，且整体呈上宽下窄之杯型结构，该光学透镜 1一端具有一出光面 10，另一端则凹

设有一第一入光面 11 及一第二入光面 12。其中该第一入光面 11 周缘连接该第二入光面

12之一侧缘而形成一容置空间，该第二入光面12之另一侧缘则环绕形成一入光孔13，该容

置空间供以容置一发光二极管 ( 图未示 ) 以使该第一入光面 11 对应置于该发光二极管上

方且该第二入光面12环绕于该发光二极管周边。然而，已知之光学透镜1结合于该发光二

极管后，其照射光形无法避免余光现象之产生而有碍于后续之利用。所谓余光现象指针对

一目标照射区域以外所存在之光线分布现象。而造成该余光现象之原因乃该发光二极管之

少部份光线照射至该第二入光面12并产生第一次反射后，再于该光学透镜1内侧面产生第

二次反射，最后于该出光面10射出形成如第3图所示之中央照射区以外的周边光晕分布情

形。因此，如何有效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为本发明人欲改善之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已知技术之缺失，本发明之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防止余光现象的具挡余光

结构之透镜及其模块，借此使一发光二极管光源经本发明后可获得一较佳光形效果并供以

后续照明等各领域之适用。

[0004] 根据前述之目的，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为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

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底部凹设有一第一入光面与一第二入光面，该第一入光面侧缘与

该第二入光面之一侧缘连接设置而形成一容置空间并用以容置一发光源，又该第二入光面

之另一侧缘则围绕形成一入光孔，该入光孔宽度为 D，其特征在于：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

之该第一入光面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供以阻挡由该发光源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所反

射之余光；其中该第一入光面与该入光孔之距离为 S，而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入光孔之

距离为 L，且该挡余光结构相对于该入光孔之距离满足 0<L<(3/8)*S，及 S ≧ 0.8*D 之关系

式。

[0005] 其中，该挡余光结构可由该第一入光面朝该入光孔方向延伸收束而形成倒锥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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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且为针对不同之光源种类、光型需求或挡余光效果，该挡余光结构之表面系可设置成凸

弧状、凹弧状或平面状。进一步地，为加强阻挡余光现象之产生，该挡余光结构之表面可设

置为雾面。

[0006] 另一方面，该出光面亦可凹设有一偷料孔并对应该第一入光面大小设置，用以改

善发光源中央区域光强度较强、均光效果较差之缺失。借此，可彻底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

且对于目标照射区域亦能有效提升其均光之效果，大幅提升后续照明等其它领域之适用

性。

[0007] 另外，为达上述之目的，本发明亦另提出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该具挡余

光结构之透镜模块为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底部凹设有一第一入

光面与一第二入光面，该第一入光面侧缘与该第二入光面之一侧缘连接设置而形成一容置

空间，且该容置空间系设有一发光源，又该第二入光面之另一侧缘则围绕形成一入光孔，其

特征在于：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之该第一入光面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供以阻挡

由该发光源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所反射之余光；其中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发光源距离

为 L”，而该发光源所发射之光线经该第二入光面反射至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的一中

心轴而形成一中心反射点，该中心反射点与该发光源距离为 P，且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发

光源距离满足 L”≤ P之关系式。

[0008] 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针对该发光源组装后之相对位置，具体调整该挡余光

结构之结构尺寸，使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所发射出之光形，得以彻底阻却余光现象

之产生。

附图说明：

[0009] 图 1为已知 LED 光学透镜之结构剖面示意图。

[0010] 图 2为已知发光二极管光源经光学透镜后之余光光迹示意图。

[0011] 图 3为已知发光二极管光源经光学透镜后之辐照度图。

[0012] 图 4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较佳实施例结构剖面示意图。

[0013] 图 5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较佳实施例余光光迹示意图。

[0014] 图 6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较佳实施例辐照度图。

[0015] 图 7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较佳实施例配光曲线图。

[0016] 图 8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另一较佳实施例余光光迹示意图。

[0017] 图 9 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另一较佳实施例辐照度图。图 10 为一发

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另一较佳实施例配光曲线图。

[0018] 图 11 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又一较佳实施例结构示意图。

[0019] 图 12 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较佳实施例结构剖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请参阅图 4 ～ 7，其分别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较佳实施例结构剖面示意

图、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较佳实施例余光光迹示意图、辐照度图及配光曲线图。

如图所示，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 2 可由硅胶、压克力、聚碳酸酯或玻璃等透明材质所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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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且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2供以与一发光源(图未示)结合使用，用以导引由该发光

源所发射之光线经本发明后形成较佳之光形分布，亦即得以有效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该

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 2 为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 20、底部凹设有一第

一入光面21与一第二入光面22，该第一入光面21侧缘与该第二入光面22之一侧缘连接设

置而形成一容置空间并用以容置该发光源，又该第二入光面 22 之另一侧缘则围绕形成一

入光孔23，该入光孔23之宽度为D，其特征在于：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2的该第一入光面

21 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 24，供以阻挡由该发光源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 22 所反射之余

光。而为了能有效阻挡余光且兼顾其照射之均光效果，该挡余光结构24可设置为由该第一

入光面21朝该入光孔23方向延伸收束而形成倒锥形结构。例如以发光二极管为该发光源

为例，藉由该挡余光结构 24 呈倒锥形结构之设置可将一般发光二极管中央发射区域光强

度较强之特性予以发散调整。如此一来，发光二极管所发射之光源经本发明后所形成之光

形可有效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同时对于光形之均光分布亦获得大幅度改善。又，所谓余光

现象乃因该发光源之少部分光线经该第二入光面 22 反射后所致。因此为了能确实达到阻

挡余光之功效，该挡余光结构24之大小设置相对于本发明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2存有一

定条件关系始能得其效果。故，假设该第一入光面 21 与该入光孔 23 之距离为 S，而该挡余

光结构24底端与该入光孔23之距离为L，则该挡余光结构24相对于该入光孔23之距离满

足0<L<(3/8)*S，及S≧0.8*D之关系式。另外，针对不同之光源种类、光型需求或挡余光效

果，该挡余光结构24之表面系可设置成凸弧状、凹弧状、平面状或曲折状其中之一者。原因

是在少部分光线经该第二入光面22反射至该挡余光结构24时，其表面设置成凸弧状、凹弧

状、平面状或曲折状皆会造成不同之后续折射效果，进而影响出光后之光形表现。借此，即

可透过该挡余光结构24之表面设置做细部的光形调整与变化。进一步地，为加强阻挡余光

现象之产生，该挡余光结构之表面系可同时设置成雾面，而此目的与理由与上述之说明大

致相同，故于此不再重述。

[0022] 请再次参阅已知图 2、3 及本发明图 5 ～ 7。如图所示，在满足 0<L<(3/8)*S，及

S≧ 0.8*D 之关系式下，经实验结果可知，当 S＝ 13.00mm，D ＝ 15.00mm 且 L ＝ 4.80mm 时，

少部份于该第二入光面 22 反射后之光线被该挡余光结构 24 所阻挡，亦即比对图 2 及图 5

中经该第二入光面 22 反射后于该出光面 20 射出之光线数量，图 5 相对图 2 减少许多。对

比图6与图 3其目标照射区域以外之光晕，其图6相对于图3亦明显大幅减少，而此趋势由

图5所对应之配光曲线图亦可见其效果。因此在符合上述关系式下所设置之该挡余光结构

24，相较于已知技术确实可达到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特别说明者，对于已知技术图2或本

发明图 5 之余光光迹图仅是单纯针对造成余光现象之光线予以绘制，而对应于图 3 或图 6

之幅照度图，其中图 2 或图 5 所造成之余光现象是指图 3 或图 6 中央目标照射区域以外之

外围光晕分布，并此说明。

[0023] 请再续以参阅图 8～ 10，分别为一发光二极管结合于本发明后之另一较佳实施例

余光光迹示意图、辐照度图及配光曲线图。如图所示，在满足0<L<(3/8)*S，及S≧0.8*D之

关系式下，经实验结果可知，当 S ＝ 13.00mm，D ＝ 15.00mm 且 L ＝ 3.25mm 时，少部份于该

第二入光面22反射后之光线几乎完全被该挡余光结构24所阻挡。因此在对应之幅照度图

( 图 9 所示 ) 与配光曲线图 ( 图 10 所示 )，其目标照射区域以外之光晕几乎完全消失。因

此在符合上述关系式下所设置之该挡余光结构 24，相较于已知技术确实可达到阻却余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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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产生，且 L越小余光阻却效果越好。

[0024] 请再参阅图 11，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又一较佳实施例结构示意图。就本

实施例而言，大致上结构是与前述说明相同，故于此仅针对差异处进行说明，其它则不再重

述。而本实施例是于该出光面20处凹设有一偷料孔200并对应该第一入光面21之位置及

大小而设置，借此用以改善该发光源中央区域光强度较强、均光效果较差之缺失。因此，综

合上述结构之设置，本发明可彻底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且对于目标照射区域亦能有效提

升其均光之效果，大幅提升后续照明等其它各领域之适用性。

[0025] 请参阅图 12，为本发明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较佳实施例结构剖面示意图。如

图所示，本实施例是提出一种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3。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3为

上宽下窄之杯形结构，且其顶部设有一出光面 20，底部凹设有一第一入光面 21 与一第二入

光面22，该第一入光面21侧缘是与该第二入光面22之一侧缘连接设置而形成一容置空间，

且该容置空间设有一发光源 4，又该第二入光面 22 之另一侧缘则围绕形成一入光孔 23，其

特征在于：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3之该第一入光面21处凸设有一挡余光结构24，供

以阻挡由该发光源 4 发射并经该第二入光面 22 所反射之余光；其中该挡余光结构 24 底端

与该发光源4距离为L”，而该发光源4所发射之光线经该第二入光面22反射至该具挡余光

结构之透镜模块3的一中心轴I而形成一中心反射点5，该中心反射点5与该发光源距离为

P，且该挡余光结构底端与该发光源距离是满足 L”≤ P之关系式。故，本实施例的该具挡余

光结构之透镜模块3是针对该发光源4组装后的相对位置，具体调整该挡余光结构24之结

构尺寸，使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 3 所发射出之光形得有效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首

先，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3以该挡余光结构24改变该发光源4侧光光径及耗损余光

能量而大幅消除不必要之余光。因此，当该发光源 4 之少部分光线以角度 θ1，例如大于 0

而小于等于 60 度角发射至该第二入光面 22后，于该第二入光面 22处以角度θ2反射至该

中心轴 I 而形成一中心反射点 5，故该中心反射点 5 位于该中心轴 I 上，且该中心反射点 5

至该发光源 4之距离为 P，且 P＝ P1+P2，又 P2＝ (D/2)*tanθ 1，P1＝ (D/2)*tan(2θ 2-θ1)，

D为该入光孔 23之宽度。故 P＝ (D/2)*(tan(2θ2-θ1)+tanθ1))。亦即，使该挡余光结构

24 底端至该发光源 4 之距离 L”小于距离 P，即可达到防止余光干扰光径分布之功效，即便

进一步缩小 L”亦不影响余光阻却之效果。因此，本实施例之该具挡余光结构之透镜模块 3

系以此概念为其具体实施，且由于距离 P 随该入光孔 23 之宽度 D 以及于该第二入光面 22

处之反射角度 θ2决定之。因此，本实施例可利用该 P ＝ (D/2)*(tan(2θ 2-θ1)+tanθ1))

之关系式，有效调整该挡余光结构 24 之相对尺寸，彻底阻却余光现象之产生。

[0026] 以上所述者，仅为本发明之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实施之范围，故

此等熟习此技术所作出等效或轻易的变化者，在不脱离本发明之精神与范围下所作之均等

变化与修饰，皆应涵盖于本发明之专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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