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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科學探究競賽-這樣教我就懂】 

普高組 成果報告表單 

題目名稱：拆解看不見的美-光譜  

一、摘要 

想要長時間打遊戲的我們，意識到藍光可能會傷害眼睛，對如何避免藍光傷害展開一番探

究。 我們重新學習雙狹縫干涉及光譜原理，製作手機光譜儀，分析 LCD 液晶與 OLED 有

機發光二極體螢幕發現，比起 LCD 螢幕，OLED 含有較少的 415 nm~460 nm 高能量藍

光波段，但最好的護眼模式，當然還是自己適度調整螢幕亮度與合適的使用時間。 

二、探究題目與動機 

考完大考、買了新筆電準備長時間打 game 的我們，突然想起藍光傷眼的報導！七嘴八舌

開始討論起，心中的疑惑也萌芽產生：「新筆電螢幕藍光還是傷眼嗎？」「保護眼睛要戴

墨鏡還是濾藍光眼鏡？」「有需要調整成螢幕夜間模式嗎？」「那又該怎樣檢視有害的藍

光波段呢？」「所有的藍光波段都過濾掉不是會有色偏嗎?」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我們

重新學習雙狹縫干涉及光譜原理，並從生活中取得 ＣＤ片做成的光柵，製作光譜儀分析

電腦螢幕藍光的組成。  

三、探究目的與假設  

常被耳提面命不要盯 3C 產品過久，普遍是認為 415 nm~460 nm 的高能量藍光對『人

眼』的危害大，我們查詢品牌得知，新舊筆電螢幕分別為 LCD 液晶與 OLED 有機發光二極

體螢幕，舊筆電 LCD 液晶螢幕因為無法自發光，需要額外外加 LED 作爲背光源，新筆電

以 OLED 有機發光二極體自發光光源，是否如查詢到的文獻資料 OLED 的藍光波長較

小，比起 LCD 螢幕更護眼？能否自製光譜儀，快速分辨螢幕是否含傷眼的高能量藍光呢？ 

因此我們研究的目的如下： 

1. 以生活中取得 ＣＤ 片做成的光柵確立使用公式。（高中僅學過雙狹縫干涉公式 dsinθ=n

λ，是否能否用於多狹縫的 CD 片光柵。）  

2. 以 ＣＤ 片光柵作為紙板手機光譜儀的狹縫，分析線光譜(如氫原子光譜)，確認手機光譜

儀的準確性，並應用於分析生活中電漿球、延長線開關光源的氣體成分。 

3.利用手機光譜儀拍攝 LCD 與 OLED 電腦螢幕，並比較濾藍光產品的效果。 

 

 

 

 

 

四、探究方法與驗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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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知識-觀察現象+演繹論證 

 推導雙狹縫干涉公式 dsinθ=nλ 

我們就有操作同心圓投影片來模擬波的疊加，找出影響干涉條紋寬度的成因，我們發現狹

縫間距小、波長越長越長、光的屏幕距離越遠，條紋會越寬，但我們只知道正相關和負相

關，而不知道是否有等於，所以我們去進行了實驗。 

用雷射光照射 CD 光柵時，在距 CD 光柵 ｒ 的屏幕上出現光點(我們使用的是牆壁)。量

取 r 與 ｎ＝１ 的第一主極大到中央亮紋距離 ，由 tanθ = ∆y / r， dsinθ=nλ 算出 CD 

槽距 d，配合手機輔助計算，我們從已知波長 =632.8 nm 的氦氖雷射光，測量出 CD-R 

的槽距 d =1.51μm（理論值為 1.60μm)  

 

 

 

 

圖一、雙狹縫干涉公式的演繹 dsinθ = nλ     圖二、實驗設計 

                                         

扎根技能-製作光譜儀+分析光譜 

 用已知氦氖雷射光波長λ實驗得出 CD 槽距 d 值，進而推算出未知波長λ 

 

 

 

 

 

 

 

 驗證氫原子光譜，求 Rydberg 常數 RH 

選用生活易取得、光譜波長已知的省電燈泡作為校正用光源。以 Image J 軟體開啟光譜照

片，以 excel 作線性差值法求出定位點 P1、P2 的波長。 

驗證 RH 常數：利用校正過定位點 P1、P2 的光譜儀，拍攝氫原子光譜並計算波長，進

一步驗證芮得柏常數 RH。 

 

 

 

 

圖三、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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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拍攝氫原子光譜 

 

圖五、氫原子光譜圖 

 

 

 
 

圖六、氫原子光譜的實驗數據 

 

 

圖七、氫原子光譜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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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活用公式+拍攝進化 

 使用雷射光測量教室牆高 

 

 

 

 

 

 

 

 

 

 電漿球/延長線開關氣體成分光譜分析 

1.由於電漿球為弱光光源，拍攝時應將近光孔靠近光源 

2.Image J 軟體開啟光譜照片，以 excel 作數據處理，求得各色光波長 

3.經過比對我們推測裡面的主要成分是氖氣、氦氣、氪氣 

 

 

 

 

 

 

 

 

 

 

 

 

 

 

 

 

 

生活情境-規劃實驗+情境探索 

 分析濾電腦螢幕藍光波段 

 

圖八、牆高實驗數據 

 

圖九、電漿球拍攝 

 

 

 

圖十、電漿球實驗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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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各種濾藍光產品對 LCD 螢幕白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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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夜間模式調整是否有用 

五、結論與生活應用 

結論: 

(1)文獻調查高能量光 (普遍認為 415nm~460nm 對「人眼」的危害最大) 

(2) LCD 螢幕(無法自發光，一般需要用 LED 當背板) 藍光強度最高落在約 460 nm。 

(3) OLED 螢幕 藍光強度最高落在約 480 nm 

(4) 415nm~460nm 區間的藍光比例 OLED 螢幕小於 LCD 螢幕。 

(5) 經過眼鏡或濾藍光片的測試，電腦螢幕光源經過物體後透光率皆會下降，造成其中藍光

的比例會因此減少。但測試過多品牌的透明眼鏡，不能確定是濾藍光功能本來就相對有限、

或是擁有者不清楚眼鏡是否具有濾藍光效果或是鍍膜隨著時間經過消磨，與一般的透明眼

鏡比較高能量藍光下降強度，有時多有時少。因此在不確定濾藍光的功能時，還是建議直接

調整為適當、不過亮的螢幕亮度，達到減少高能量藍光的對眼傷害。 

(6)使用 OLED 螢幕可降低藍光造成對眼睛的傷害高強度的夜間模式 D 濾藍光的效果最明

顯，但是視覺上的色偏很嚴重。 

(7)最好的護眼模式，還是適當的螢幕亮度、定時休息對眼睛的保護最實在。 

未來展望: 

在建立手機光譜儀的分析技術後，我們還持續想要調查更多新穎的螢幕，如量子電視的螢

幕，還有不同的濾藍光技術(如鍍膜式/吸收式)對光譜、整體色度表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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