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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兩眼看到的影像角度不同，就能產生立體視覺，利用戴上特製眼鏡就能透過左右鏡片特性的差異而達到3D效果。

初探3D顯示技術初探3D顯示技術

◎$$作者

　　自古以來，人類對於視覺的追求從不間斷，尤其平面顯示器的發明，可說是影像科技上的一大革命。從黑白電視進步到彩色電視，更是將影像視覺

推展到一個新的境界。目前，最新的影像科技正是3D立體顯示技術，將影像視覺從平面進化到立體，讓人眼感受到更自然、更逼真的效果。自從2009年

的「阿凡達」，正式宣告了3D立體電影的來臨，也加速立體電影的普及。2010年可說是3D電視的元年，各大電視廠商紛紛推出3D立體電視，搶搭這波

3D熱潮。這波由阿凡達引領的熱潮，加上2010年世界盃足球賽有部分賽程開始採用3D轉播，也是2010成為3D電視元年的主因。

　　目前較成熟的3D顯示技術為眼鏡式的技術，因此市面上的3D立體電視幾乎清一色需要戴上特製眼鏡，只有少數廠商有推出裸眼3D電視，亦即不須

戴眼鏡就能看到立體的效果。因此，本文將著重於眼鏡式的3D顯示技術。

　　首先，我們必須先了解人眼為何能看到立體。事實上人眼判斷前後深度的方式很多，這些方式通稱為「深度線索」，例如較近的物體看起來較大。

而最主要的深度線索為透過左眼和右眼看到物體的角度不同，大腦將兩眼的影像融合成具有深度資訊的立體影像，如圖一所示。當左眼看到左邊視角的

影像，右眼看到右邊視角的影像，大腦就能產生立體感。這是大部分3D電視採用的原理。

圖一

　　原來，只要兩眼看到的影像角度不同，就能產生立體視覺。但要如何讓左右兩眼分別看到影片上不同的影像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戴上眼鏡，透過

左右眼鏡片特性的不同，將不要的影像濾除，留下正確的影像。例如，左眼眼鏡只留下正確的左眼畫面，將不該看到的右眼畫面擋掉，即可讓左眼接收

到正確的影像。目前，主流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偏振眼鏡式，另一種是快門眼鏡式。偏振眼鏡式的原理如圖二所示，一般液晶螢幕發出來的光為線偏

振光，線偏振光可以想像是繩波的振動方向，其振動方向為一特定角度。而3D電視多了一片微位像差膜，其功能為將偶數排畫素發出的偏振光轉90度，

因此電視發出來的光就會有兩種偏振方向，且互相垂直；此時偶數排顯示左眼畫面，奇數排顯示右眼畫面。當這兩種光到達眼鏡時，因為眼鏡為線偏振

片的緣故，只會讓其中一種線偏振光通過，這樣就能擋掉另一種線偏振光。例如左眼鏡片就能擋掉右眼影像的線偏振光，只讓左眼影像通過。這種作

法，其優點為成本低，因為微位像差膜和線偏振片都是可大量生產的塑膠製品。但也有一些缺點，像是螢幕解析度只剩下一半，原因是另外一半的畫素

被偏振片擋掉。所以，對於影像品質要求較高的消費者，這種3D電視較不適合；反觀快門眼鏡式就沒有這個問題。

圖二

　　快門眼鏡式的原理如圖三所示。螢幕顯示右眼畫面的同時，右邊的眼鏡必須呈現透明的狀態，左眼必須是不透光的狀態；當螢幕顯示左眼畫面的同

時，左邊的眼鏡必須呈現透明的狀態，右眼必須是不透光的狀態。所以左眼只會看到左眼的畫面，右眼只會看到右眼的畫面。這種方式，螢幕和眼鏡之

間必須要時間同步，不能各自為政，否則左眼會看到右眼畫面的影像，右眼也會看到左眼畫面。一般同步都是靠紅外線或是RF訊號，所以眼鏡端都會裝

設電池，因此在重量上也會較為笨重。另外，人眼感覺不會閃爍的頻率約是60Hz，左右眼都必須以60Hz的速度更新畫面，所以螢幕的畫面更新速度必須

達到120Hz，需要較一般60Hz更快速的液晶螢幕，當然成本就提高了。而眼鏡的鏡片必須是電子控制透光的裝置，大部分採用液晶的方法，因此在價格

上通常比偏振式眼鏡高出許多，但其好處為全解析度的享受。

　　總而言之，3D電視可說是一分錢一分貨，消費者應考量自己的需求來選擇購買的機種，最好的方式還是親身體驗過再購買。

圖三

（作者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副工程師）（作者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副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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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都動一動　有助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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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都動一動　有助健康老化每週都動一動　有助健康老化

　　進入新的一年，許多人又會許下運動強身的心願；不過專家表示，無論幾歲開始運動，永遠都不嫌晚，而且運動總比不動好，即使晚年才開始每週

只運動一次，仍對健康很有好處。一項長達８年的研究發現運動有益健康，可以遠離罹患癌症、心臟疾病、肺部問題，或阿茲海默症與巴金森氏症等重

大疾病，而且也能使心理健康良好，沒有憂鬱症，認知功能也沒有下滑。若能每週至少做一次中等強度的運動，像是園藝、洗車、散步或跳舞，據估計

能讓健康老化的可能性增加2.5倍；若每週至少做一次強度運動，像是慢跑、有氧運動或登山健行，則健康老化的可能性更可增加3.5倍。另有一項研究也

顯示，葡萄糖耐受不良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較高，但只要每天走上2,000步，即可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風險達８％，減少心臟病猝發或中風的危

險。

　　以往總認為隨著醫療進步，人類的身體狀況是一代勝過一代，但美國的研究報告顯示未必如此。如今年輕人的體能普遍不如父母親那一代，主要原

因是肥胖問題。根據分析，現代年輕人跑步1,600公尺，比起30年前的年輕人大約慢一分半鐘，耐力顯著變差，這有一部分可歸咎於脂肪重量的增加。整

體而言，心血管循環耐力每10年約降低５%，30年即相差約15%，因此不只老人該重視運動，年輕人也該動起來。

善用智慧科技　讓生活更聰明善用智慧科技　讓生活更聰明

　　科學進步日新月異，許多的發展超乎想像。科技業巨擘IBM公司發表新年度的預測，認為電腦將以更自然和個人化的方式學習並與人類互動，而且

藉由網路雲端取得資料，將為教室、商店、醫院與城市增添創新動能。未年５年料將出現幾項可能改變人類生活的智慧科技發展，包括能認識和了解學

生的未來教室，而城市也可望整合社群網路、智慧型手機與感應器，更加妥善管理並建立與市民的關係。

　　預測中的未來教室，電腦可追蹤和分析學生的進度以量身設計課程，並協助老師鎖定學習技巧；而零售商店也更能利用科技與擴增實境，將線上與

實體店舖結合，發掘新商機；醫療機構則會善用病患的DNA資料，為他們從各種選項中找出最適合的療程，提供有如量身打造的治療，此外能夠連上網

路雲端的智慧裝置也將成為數位守護者，能辨識異常網路行為，避免人們因駭客入侵或詐騙行為而受害。

3D列印正夯　料將帶來巨變3D列印正夯　料將帶來巨變

　　3D列印近來吸引越來越多的注意，而且應用日廣，印出許多令人難以想像的物品，包括槍枝、汽車、醫療用品和珠寶藝品；甚至有人認為這種技術

有望掀起第三次工業革命，未來數十年的巨變或許不亞於網際網路的問世。除了研發人員看好3D列印將改變世界外，美國總統歐巴馬更表示它可能改變

製造東西的方法，將拯救美國的產業；雖然有產業界大老認為這不過是個噱頭，但也足以證明它受到重視。

　　3D列印是一種快速成形技術，以數位模型檔案為基礎，使用粉末狀金屬或塑料等可黏合的材料，透過逐層堆疊累積的方式來構造物體；目前以一時

的用途或小規模為主，運用在產品設計、工業原型，以及製成品的大規模客製化。未來隨著數位技術材料列印機的普及進步和價格降低，運用範圍可望

擴大到建築、工業、國防、醫療，甚至是珠寶設計。列印機的成長前景看好，今後幾年的出貨量估計將增加10倍。

家用3D列印　或改消費型態家用3D列印　或改消費型態

　　隨著3D列印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除了影響工業生產外，也可能改變消費型態。據估計不用10年的時間，等到3D列印機價位更為親民，就會成為一

般家庭的普遍配備，屆時可以在家列印出包括鞋子和玩具等物品，不必再到店裡購買。目前這種列印機可能只會吸引想體驗新技術的製造商與玩家，而

非一般消費大眾；這個市場預計要到2016年才會蓬勃發展，真正走入家庭，就像電視和冰箱一樣平常。

　　鎖定居家市場的列印機，通常使用以玉米為材料的生物可分解塑膠，並以雷射和加熱板堆積塑型。業者宣稱其用途無限，且設計容易操作，可媲美

傻瓜相機；目前普及的最大障礙還是在價格，但隨著同業競爭和出貨增加，價格勢必更大眾化。這種技術從1980年代開始發展，直到2010年才廣泛應

用，雖然現在工業用3D金屬印表機要價仍需新臺幣1,500萬元左右，但已有僅約新臺幣1萬5,000元的家用機型。

運用3D列印　擴及軍事太空運用3D列印　擴及軍事太空

　　很多專家預測，3D列印技術將改變各種物品的生產過程並降低生產費用，從塑膠玩具到先進的科技產品都是如此，而且生產的地點也將不再受限，

只要有3D列印機，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製造所需的用品或零件，這在軍事上更為重要。英國最近即在空軍基地以此方式列印出供戰鬥機使用的金屬零件，

並成功試飛，創史上首例；這意味只要有3D列印機，即可在包括船艦上等地方生產零件，甚至是戰地前線。

　　著眼3D列印技術這項特性的還有太空工業，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已利用於製造火箭零件，未來更希望能把大型3D列印機送上太空，製造出天線

和太陽能電池陣列等超大型結構，節省在地球製造再送上太空的龐大成本，也減少使用火箭載送敏感設備的高失敗風險。目前太空總署已委託廠商先研

發小型3D列印機，未來配備在太空站，將可大幅減少必須由地球運送的工具、零件或補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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