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825502.6

(22)申请日 2019.06.03

(73)专利权人 扬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地址 225000 江苏省扬州市扬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临江路180号

    专利权人 东莞雷笛克光学有限公司　

雷笛克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唐德龙　彭柏崴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 31283

代理人 薛琦

(51)Int.Cl.

F21V 5/04(2006.01)

F21V 5/00(2018.01)

F21V 13/04(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混光透镜

(57)摘要

一种混光透镜，包括入光侧、出光侧及环形

侧壁。环形侧壁具有凹向上段及凹向下段，凹向

上段的第一下缘连接入光侧。凹向下段的第二上

缘及第二下缘分别连接出光侧及凹向上段的第

一上缘。凹向上段的第一内反射面及凹向下段的

第二内反射面上配置有侧凹部，侧凹部由第一下

缘延伸至第二上缘，侧凹部具有第一侧缘、第二

侧缘及连接第一侧缘及第二侧缘的反射凹面。在

侧凹部的一剖面上，第一侧缘及第二侧缘之间的

直线的长度为2a，直线上的相异两点的距离为

L1，且相异两点到反射凹面上的一点的距离分别

为L2及L3，L2与L3的和为2a，2a大于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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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入光侧；

一出光侧；以及

一环形侧壁，连接于所述入光侧及所述出光侧之间，且具有一凹向上段及一凹向下段，

所述凹向上段具有一第一上缘、一第一下缘及一连接于所述第一上缘及所述第一下缘之间

的第一内反射面，所述第一下缘连接所述入光侧，所述凹向下段具有一第二上缘、一第二下

缘及一连接于所述第二上缘及所述第二下缘之间的第二内反射面，所述第二上缘连接所述

出光侧，所述第二下缘连接所述第一上缘；

其中，所述第一内反射面及所述第二内反射面上配置有多个侧凹部，各所述多个侧凹

部由所述第一下缘延伸至所述第二上缘，各所述多个侧凹部具有一第一侧缘、一第二侧缘

及一连接于所述第一侧缘及所述第二侧缘之间的反射凹面；以及，在各所述多个侧凹部的

一剖面上，所述第一侧缘及所述第二侧缘之间形成一直线，所述直线的长度为2a，所述直线

上的相异两点的距离为L1，所述相异两点到所述反射凹面上的一点的距离分别为L2及L3，

L2与L3的和为2a，且2a大于L1。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光侧与所述出光侧沿一第一轴排

列，所述第一轴、一第二轴及一第三轴相交于一交点且相互垂直，所述第二轴与所述第三轴

所构成的一平面与各所述多个侧凹部相交形成各所述多个侧凹部的所述剖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各所述多个侧凹部的所述第一侧缘与所

述第二侧缘之间的距离由所述出光侧朝所述入光侧的方向逐渐增加。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内反射面、所述第二内反射面

及所述反射凹面为全反射面。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入光侧更包括一底凹部，所述底凹

部由所述入光侧朝所述出光侧延伸。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凹部更包括一顶面及一环侧面，

所述环侧面具有相对两端，所述环侧面的其中一端与所述顶面相接，所述环侧面的另一端

环绕形成一底开口，所述底开口的孔径大于所述顶面的直径。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出光侧更包括一顶凹部及一出光

面，所述顶凹部由所述出光侧朝所述入光侧延伸，且所述出光面配置于所述顶凹部的周围。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凹部更包括一底面及一环侧面，

所述环侧面具有相对两端，所述环侧面的其中一端与所述底面相接，所述环侧面的另一端

环绕形成一顶开口，所述顶开口的孔径大于所述底面的直径，且所述出光面配置于所述顶

凹部的所述顶开口的周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光透镜更包括多个光扩散微结

构，所述多个光扩散微结构配置于所述出光侧。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混光透镜，其特征在于，所述多个光扩散微结构排列成蜂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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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光透镜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透镜，尤其涉及一种混光透镜。

背景技术

[0002] 全内反射透镜(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lens)针对广照射面积进行设计时，

是藉由控制内全反射面的入射角，使得光路交叉而达到较大的照度半角。混光透镜的设计

理念则是将不同波长的光作迭加以形成白光，故将光路设计朝同一位置聚集的型态，以将

不同波长的光聚焦在同一位置。由于广照射面积与混光的基本设计原理的不同，使得习知

技术的全内反射透镜在针对多芯片光源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之广照射面积的需求进行

设计时，会因为光路交叉过多而导致混光不均匀的问题。因此，习知技术尚未能提供可兼顾

混光与广照射面积的需求的透镜。

[0003] 本“背景技术”段落只是用来帮助了解本实用新型内容，因此在“背景技术”中所揭

露的内容可能包含一些没有构成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所知道的习知技术。此

外，在“背景技术”中所揭露的内容并不代表该内容或者本实用新型一个或多个实施例所要

解决的问题，也不代表在本实用新型申请前已被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通常知识者所知晓或

认知。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混光透镜，可兼顾对于多芯片光源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

的混光与广照射面积的需求。

[0005] 本实用新型所提供混光透镜包括入光侧、出光侧以及环形侧壁。环形侧壁连接于

入光侧及出光侧之间且具有凹向上段及凹向下段，凹向上段具有第一上缘、第一下缘及连

接于第一上缘及第一下缘之间的第一内反射面，第一下缘连接入光侧。凹向下段具有第二

上缘、第二下缘及连接于第二上缘及第二下缘之间的第二内反射面，第二上缘连接出光侧，

第二下缘连接第一上缘。第一内反射面及第二内反射面上配置有多个侧凹部，各侧凹部由

第一下缘延伸至第二上缘，各侧凹部具有第一侧缘、第二侧缘及连接于第一侧缘及第二侧

缘之间的反射凹面。在各侧凹部的一剖面上，第一侧缘及第二侧缘之间形成长度为2a的直

线，直线上的相异两点的距离为L1，且相异两点到反射凹面上的一点的距离分别为L2及L3，

L2与L3的和为2a，且2a大于L1。

[0006] 藉由环形侧壁的凹向上段、凹向下段及侧凹部，多芯片光源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

源所发出的光线在通过本实用新型的混光透镜后可形成混合均匀且具有广照射面积的射

出光。因此，本实用新型的混光透镜可兼顾对于多芯片光源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的混光

与广照射面积的需求。

[0007] 上述说明仅是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手段，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实用新型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

和优点能够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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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立体外观示意图；

[0009]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侧视平面示意图；

[0010] 图3为图2中C区域的放大图；

[0011]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下视平面示意图；

[0012] 图5为沿图2中D-D割线的剖面图；

[0013] 图6为图5中E区域的放大图；

[0014]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使用示意图；以及

[0015]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上视平面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有关本实用新型的前述及其他技术内容、特点与功效，在以下配合参考图式之一

较佳实施例的详细说明中，将可清楚的呈现。以下实施例中所提到的方向用语，例如：上、

下、顶、底、侧等，仅是参考附加图式的方向。因此，使用的方向用语是用来说明并非用来限

制本实用新型。

[0017]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立体外观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型一实

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侧视平面示意图。图3为图2中C区域的放大图。图4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

例的混光透镜的下视平面示意图。图5为沿图2中D-D割线的剖面图。图6为图5中E区域的放

大图。图7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使用示意图。请参考图1至7，本实施例的混

光透镜10包括入光侧110、出光侧120及环形侧壁130。环形侧壁130连接于入光侧110及出光

侧120之间，且具有凹向上段131及凹向下段132。凹向上段131具有第一上缘、第一下缘及连

接于第一上缘及第一下缘之间的第一内反射面1311，第一下缘连接入光侧110。凹向下段

132具有第二上缘、第二下缘及连接于第二上缘及第二下缘之间的第二内反射面1321，第二

上缘连接出光侧120，第二下缘连接第一上缘。第一内反射面1311及第二内反射面1321上配

置有多个侧凹部133，各侧凹部133由第一下缘延伸至第二上缘，各侧凹部133具有第一侧缘

1331、第二侧缘1332及连接于第一侧缘1331及第二侧缘1332之间的反射凹面1333。在各侧

凹部133的剖面上，第一侧缘1331及第二侧缘1332之间连接形成直线，直线的长度为2a，直

线上的相异A、B两点的距离为L1(图未标示)，相异A、B两点到反射凹面1333上的P点的距离

分别为L2(图未标示)及L3(图未标示)，L2与L3的和为2a，且2a大于L1；也就是说，在各侧凹

部133的剖面上，第一侧缘1331及第二侧缘1332之间连接形成的直线及反射凹面1333之间

的关系符合椭圆方程，在各侧凹部133的剖面上，第一侧缘1331及第二侧缘1332之间连接形

成的直线及反射凹面1333构成半椭圆形。此外，第一内反射面1311、第二内反射面1321及反

射凹面1333为全反射面。另外，混光透镜10的材质可为玻璃或塑料。

[0018] 上述的入光侧110与出光侧120可沿第一轴Z排列，第一轴Z、第二轴X及第三轴Y相

交于一交点且相互垂直，第二轴X与第三轴Y所构成的平面X-Y与各侧凹部133相交形成各侧

凹部133的剖面。此外，各侧凹部133的第一侧缘1331与第二侧缘1332之间的距离L1由出光

侧120朝入光侧110的方向逐渐增加。

[0019] 上述的入光侧110还可包括底凹部111，底凹部111由入光侧110朝出光侧120延伸。

底凹部111的剖面可为矩形、圆形、梯形、三角形等几何形状或非几何形状。在本实施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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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凹部111可包括顶面1111及环侧面1112，环侧面1112具有相对两端，环侧面1112的其中一

端与顶面1111相接，环侧面1112的另一端环绕形成底开口1113，且底开口1113的孔径R1大

于顶面1111的直径D1。底开口1113的孔径R1可例如为9毫米(mm)，顶面1111的直径D1可例如

为8mm，但不以此为限。

[0020] 上述的出光侧120还可包括顶凹部121及出光面122，顶凹部121由出光侧120朝入

光侧110延伸，且出光面122配置于顶凹部121的周围。顶凹部121的剖面可为矩形、圆形、梯

形、三角形等几何形状或非几何形状。此外，顶凹部121还可包括底面1211及环侧面1212，环

侧面1212具有相对两端，环侧面1212的其中一端与底面1211相接，环侧面1212的另一端环

绕形成顶开口1213。详细而言，在本实施例中，顶开口1213的孔径R2可大于底面1211的直径

D2，且出光面122配置于顶凹部121的顶开口1213的周围。顶开口1213的孔径R2可例如为

33mm至35mm，底面1211的直径D2可例如为31mm至33mm，且环侧面1212与底面1211的夹角α可

为100°，但不以此为限。

[0021] 本实施例的混光透镜10于使用时，光源20可放置于底凹部111内，光源20发出的光

线由入光侧110进入混光透镜10中时产生折射形成朝环形侧壁130前进的第一折射光，第一

折射光受到环形侧壁130的凹向上段131及凹向下段132的全反射作用，可形成交叉、准直及

发散等光线并由出光面122射出。此外，在第一轴Z与第三轴Y所构成的平面YZ上的第一折射

光到达环形侧壁130时，还可受到侧凹部133的全反射作用而朝平行于第二轴X的方向反射，

最终由出光面122射出。由此可见，经过凹向上段131、凹向下段132及侧凹部133的作用，当

多芯片光源20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20所发出的光线由入光侧110进入本实施例的混光透

镜10后，可以形成如交叉、准直及发散等不同类型或/且朝不同方向前进的光线。据此，多芯

片光源20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20所发出的光线通过本实施例的混光透镜10后可形成混

合均匀且具有广照射面积的射出光(由出光侧122射出)。因此，本实施例的混光透镜10可兼

顾对于多芯片光源20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20的混光与广照射面积的需求。此外，藉由顶

凹部121，可以减少本实施例的混光透镜10的整体重量及原料。并且，当本实施例的混光透

镜10的原料为塑料时，成型周期亦可以减少。

[0022] 图8为本实用新型一实施例的混光透镜的上视平面示意图。请参考图1、7及8，本实

施例的混光透镜10还可包括多个配置于出光侧120的光扩散微结构140。光扩散微结构140

可以印刷或激光蚀刻出光侧120的方式而形成，但不以此为限，光扩散微结构140亦可以射

出成型的方式形成于出光侧120上。光扩散微结构140的形状例如可以是半球状凸点、球冠

状凸点、长方体状凸点、六方体状凸点、半球状凹点、球冠状凹点、长方体状凹点、六方体状

凹点等，但本实用新型不以此为限。详细而言，在本实施例中，光扩散微结构140配置于出光

侧120的出光面122上。此外，光扩散微结构140的排列方式可为蜂巢状，但不以此为限。光扩

散微结构140可破坏光线于混光透镜10的出光面的全反射，提高混光透镜10内的光线由出

光侧120出光的比例，从而提高出光侧120的亮度，同时光扩散微结构140可改变光线由混光

透镜10的出光面进入空气的入射角及折射角，达到再次发散及扩大角度的效果。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混光透镜，藉由凹向上段、凹向下段及侧凹部，可

提高多芯片光源或红绿蓝白型彩光光源所发出的光线的混光均匀性及照射面积。

[0024]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实用新型作任何形式上

的限制，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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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及

技术内容作出些许的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

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

修饰，均仍属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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