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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顯示器之所以可在眾多平面顯示器中脫穎而出，有一說是因為液晶顯示器是由多

層光學結構所組成，而每個結構層係由一個別產業的許多廠家所支持，易言之，大家眾志

成城、努力把各自的產品做到最好，因此開拓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快速技術提升，達成 LCD

產業的榮景。然而，過去兩年爆發金融風暴，使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導向的液晶顯示器產

業歷經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2010年春季以來，經濟情勢有逐漸好轉的趨勢，因此 LCD產

業有了重新再出發的機會，但是 2009年以來，各種 LCD產品價格嚴重下降及地球暖化、

節能省電等議題，使能夠兼顧成本控制與環保議題新材料的開發益形重要，也造就許多高

性能光學膜片技術發展的機會。

LCD的主要組成原料包括偏光片、玻璃、驅動、背光模組與光學膜等，但其中有項原

料幾乎類似隱形人，但是沒有它，這個產業就幾乎無法運作，那就是本期技術專題中所要

介紹的「光學保護膜」。如上所述， LCD用到很多光學膜層，包括偏光膜、廣視角膜、擴

散膜、增亮膜、反射式偏光膜、微透鏡膜，甚或各種整合膜，在這些基本膜層被組合上去

系統之前都是有保護膜的，不僅如此，許多製程步驟之間為求產品完美，都有貼、卸保護

膜的程序，甚至到消費者層次還會以保護膜存在與否來判斷是否為新品，可惜這塊技術一

直未被列為主流材料，卻為必要技術。其次，長久以來偏光片都是用三醋酸纖維素(TAC)

的衍生物做基材，其固然有許多優點，但取得適當等級的 TAC膜總是不易，使用者是產業

上弱勢的一方，且如何取得具有商業上價格競爭較有優勢的原材料？如何製造更環保的產

品，使產品利用失效後之回收、再分解更為便利？這趨勢使取自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等生

物體來源之生質材料再次受到重視。最後，液晶顯示器本質上就存在色差和視角的問題，

改善這些問題一直是相位差板（或稱相位延遲片）的主要任務，然而，大多數被討論的都

是其平面內相位差值(Ro)及平面外相位差值(Rth)的影響，有一項與材質相當關聯的特性，

即控制相位差值之波長分散性(Color Dispersion)的寬波域化技術很少被討論，這項控制技術

可使各個波長的偏光轉換得以完全，大幅減少光損失，提升顯示器之對比及改善光色偏差，

特別是在 λ/4相位差膜的情境，其主要用來做圓偏光與線偏光間的轉換，可使最低耗能的

反射式顯示器達到最佳光學效果。

液晶顯示器為了達到高畫質、高亮度、低耗電、高精細等特性，並符合薄型化且節能

的訴求，許多高性能關鍵材料的開發是必然的趨勢，希望藉著本期技術專題所提出的三個

新概念能對欲開發者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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