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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 

在 3C 產品盛行的時代，藍害的議題，愈來愈受到

重視；各種抗藍害的產品，接踵而出，像是濾藍光

APP、濾藍光眼鏡、濾藍光保護貼等；然而，這些產品

是否能夠真正濾除藍光，引發各界討論；因此，我們

針對市面上手機常用的濾藍光 APP，進行測試；結果

發現，這些 APP 除了濾掉藍光以外，也濾掉綠光和紅

光；我們發現，色溫的變化可以用來作為藍光是否真

正被濾除的指標；以市占率前幾名的某一手機為例，

若是使用 APP-1，將濾藍光功能設定在為-50%時，其

亮度從 5.8 lx 降到 2.5 lx，下降了 57 %；而其色溫，

則由原來的 6,500K，下降至 5,330K，下降了 18%；這

顯示，其若有護眼功能，則主要是來自螢幕亮度的降

低，少部分來自藍光的濾除；我們另將以視網膜曝照

極限，探討這三種 APP 軟體對這三款手機藍光濾除的

有效性影響。 

關鍵字：藍害、色溫、照度、視網膜曝照極限 

2. 英文摘要 

In the era of 3C products, 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blue hazard. Many kinds 

of anti-blue light product come out one after another and 

nonstop, such as, blue-light-filter apps, blue-light-filter 

glasses, blue light screen protector, etc. However, can 

these products truly filter blue light or not give rise to 

many discussions. Therefore, we test the common 

blue-light-filter apps on the marke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apps not only filter blue light, but also green, and 

red light. We found that, the change in the color 

temperature can indicate if the blue light effectively is 

filtered or not. Take one of the top three cellphone 

brands for example, the luminance decrease from 5.8 lx 

to 2.5 lx, a 57% decrement when turn on blue light filter 

to 50% for APP-1. Its color temperature decrease from 

6,500K to 5,330K, a 18% decrement. This shows that 

eyes-protecting can be attributed to low screen 

luminance, and some part come from the filter of blue 

light. We also demonstrate here the maximum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 (MPE) to discuss the validity 

of three different kind of cellphones using the 

blue-light-filter apps.  

 

3. 前言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人們使用 3C 產品種類甚

多，如筆電, 平板電腦, 手機等；其中，手機因為功能

齊全且攜帶方便，最廣為人們使用；據統計，台灣在

近 10 年的手機上網使用率逐年上升，在 2015 年已達

78.7 %
[1]，有如此高的使用率，相對產生用眼過度的問

題，人們也漸漸重視眼睛的保健議題，其中，藍害的

議題[2-4]，愈來愈受到重視；為了保護眼睛免於傷害，

多種護眼商品如雨後春筍般上市，如：濾藍光 APP、

保護貼等，但這些商品的品質有好有壞，是否能有效

降低藍光傷害，備受關切。  

一般來說，可見光波長介於 400 到 700 nm，其中，

藍光位於 400 到 500 nm，有較強的能量，破壞力及穿

透力皆較其他波長的光線高[5]，若長期照射，將對視網

膜造成傷害，可能造成視網膜「黃斑部病變」[6]。 

藍光對眼睛的傷害是經由長期累積曝照藍光而造

成，短時間難以察覺；根據研究發現[7]，現今罹患黃斑

部病變的年齡層有逐年下降的趨勢，原因與現代人長

時間接觸 3C 產品有一定的關係，為了保護眼睛免於藍

光的傷害，抗藍光 APP 也隨之誕生，但目前市面上的

APP 種類繁雜，因此，我們在這使用三款市面上最常

見手機品牌，並針對三種濾藍光 APP 做測試，以探討

目前的濾藍光 APP 其有效性。 

 

4. 研究方法 

本 實 驗 準備 三種 不 同品 牌 的手 機分 別為

Sa-Phone、So- Phone 與 HT-Phone，並搭配坊間三種

不同種類的濾藍光 APP，分別為 APP-1、APP-2 與

APP-3。在此調整 APP 濾藍光模式為-50%且光譜以

Photo Research PR655 分光式色度計量測。生活周遭光

源的光強度皆使用 TES 1330A 照度計量測，量測條件

為大氣環境下並於暗室中。其中，手機至照度計距離

固定為 33 公分，如圖一所示。最後計算視網膜可接受

最大曝 照極 限值 (Maximum Permissible Exposure 

Limit)，公式如下所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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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使用 TES 1330A 照度計量測示意圖 



5.結果與討論 

 
圖二、不同型號手機(a) Sa-Phone (b) So-Phone (c) 

HT-Phone 在固定量測距離為 33 公分且濾藍光模式

-50%下搭配三種不同濾藍光 APP 之光譜圖 

 

     圖二為不同型號手機在固定量測距離為 33 公分

且濾藍光模式為-50%下搭配三種不同濾藍光 APP 之

光譜。如圖二 (a)所示，使用 Sa-Phone 並搭配 APP-1

後藍光下降量為 52%、綠光為 34%與紅光 31%，而搭

配 APP-2 後藍光下降量為 47%、綠光為 26%與紅光

23%，最後搭配 APP-3 後藍光下降量為 64%、綠光為

60%與紅光 60%。在使用 APP 前，藍光強度略大於綠

光，在使用 APP 軟體後，Sa-Phone 的藍光強度能夠有

效降低，但除了藍光強度降低之外，綠、紅光強度也

隨之降低。 

圖二 (b) 使用 So Phone，在搭配 APP-1 下藍光下

降量為 63%、綠光為 42%與紅光 41%，而搭配 APP-2

後藍光下降量為 64%、綠光為 44%與紅光 44%，最後

搭配 APP-3 後藍光下降量為 70%、綠光為 62%與紅光

62%，使用 APP 可以有效濾除藍光以外，同時也會有

效濾除綠光與紅光。 

圖二 (c) 使用 HT Phone，在搭配 APP-1 下藍光

下降量為 78%、綠光為 67%與紅光 65%，而搭配 APP-2

後藍光下降量為 74%、綠光為 61%與紅光 58%，最後

搭配 APP-3 後藍光下降量為 71%、綠光為 58%與紅光

55%。 

由上述顯示，相對 APP-1 與 APP-2 而言，雖然

三款濾藍光 APP 皆會使藍、綠、紅光強度降低，但

APP-3 也同時大幅降低綠光與紅光的強度，所以螢幕

亮度較前兩者降低較多。所以使用坊間 APP 並非純粹

濾除藍光，而會同時減低紅、綠與藍三色波段的強度。

此外，從三款手機在未使用濾藍光 APP 前，其光譜可

看出 So-Phone 及 HT-Phone 的藍光強度遠較綠、紅光

為強，而 Sa-Phone 藍、綠、紅光強度則相對接近，而

這可能的原因為前兩者手機之背光源為 LED，而後者

則為 OLED，因此有較低的藍光強度。  

 

 
圖三、不同型號手機 (a) Sa-Phone、(b) So-Phnoe 與(c) 

HT-Phone 使用不同 APP 下亮度對色溫圖 

 

     圖三為不同型號手機對三種不同APP下色溫對亮

度圖。如圖三 (a)所示，使用Sa-Phone為搭配APP下色

溫與亮度分別為 6,500 K 與 5.9 lx，使用APP-1時色

溫與亮度分別為 5,318 K與 3.1 lx 而使用APP-2時則

色溫與亮度分別為 5,340 K 與 3 lx，使用APP-3時色

溫與照度分別為 6,023 K 與 0.98 lx。 

 圖三 (b) 在So-Phone未搭配APP下色溫與照度分

別為 7,270 K 與 22 lx，使用APP-1時色溫與亮度為 

5,370 K與 5 lx 而使用APP-2時則色溫與亮度為 5,430 

K 與7.43 lx，使用APP-3時色溫與照度分別為 5,512 K 

與 3.9 lx。 

 圖三 (c) 在HT-Phone未搭配APP下色溫與照度為 

7,020 K 與  17.52 lx，使用APP-1時色溫與亮度為 

5,646 K與 8.33 lx 而使用APP-2時則色溫與亮度分別

為 5,800 K 與 8.14 lx，使用APP-3時色溫與照度為 

6,525 K 與 4.97 lx。 

 由上述顯示不同款式手機在搭配 APP-1 與 APP-2 

會同時降低色溫及亮度，而使用 APP-3 則以降低亮度

為主。 



 
圖四、不同型號手機(a) Sa-Phone、(b) So-Phone 與 (c) 

HT- Phone 使用三種濾藍光 APP 後的色溫對曝照極限 

 

圖四為為不同型號手機使用三種不同 APP 後之

色溫對視網膜曝照極限之影響，如圖 (a)所示，使用

Sa-Phone 搭配 APP-1、APP-2、APP-3 之 MPE 分別為

460、455、 370 秒，由於 APP-1、APP-2 具有較低之

色溫，對眼睛傷害較小，而 APP-3 色溫變化較少，亮

度降低較多，故對眼睛傷害仍較大。 

比較圖(a)、圖(b)可以發現，濾藍光 APP 在不同

手機上具有不同的濾光效果，以 APP-3 為例，在

Sa-Phone 上是以 

降低亮度為主，但於 So-Phone 上卻能有效降低色

溫，故能有效的提高 MPE 值。 

圖 (c) 可發現 HT-Phone 搭配 APP-1、APP-2、

APP-3 之 MPE 分別為 375、372、300 秒，傷害明顯高

於其他組別，原因可能是在還未開啟 APP 時就已經具

有較高之亮度與色溫，造成濾除藍光後仍具有較高之

能量。 

 

6.結論 

本研究對現行知名廠牌手機測試使用三款濾藍光

APP 軟體，在測試距離皆為 33 公分下，濾藍光功能

開啟-50％做量測；其中，使用濾藍光功能後，各手機

藍光區段皆能有效降低，然而不只藍光，紅光與綠光

皆被濾除；若要有效降低藍光傷害，減少色溫將是主

要方式，因 APP-1 及 APP-2 在使用後能有效降低色

溫，而 APP-3 則以降低螢幕亮度為主要濾藍光方式，

故使用 APP-1 及 APP-2 後視網膜曝照極限較使用

APP-3 為高，對使用者眼睛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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