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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橡膠傳動皮帶，主要用於傳遞動力，達成驅動運轉的功能，因此應用範圍廣泛；其中平面帶是用於機械動力傳遞

，具有傳動機構簡單、平穩、噪音小和設備成本低廉等優點；Ｖ帶用於一般工業機器動力傳動，而切邊型Ｖ帶則多用於汽

車動力驅動及機器的突然負載和速度的變化動力傳動；同步帶分為輕巧型及重力型，輕巧型使用於ＯＡ辦公室設備動力驅

動用，重力型使用於精密機器及汽車引擎的凸輪、燃料泵等驅動用之帶齒傳動皮帶使用。 其中布層包覆式(Banded V-belt)

及切邊式(Non banded V-Belt)Ｖ帶，是 J.Gates繼傳統橡膠／織物複合皮帶之後，於1917年開發出的產品。有布層包覆式及

無布層包覆式Ｖ帶的基本差異，在於前者Ｖ帶被布層包覆，而後者則無。至於多槽式Ｖ帶，屬於無布層包覆式Ｖ帶，較一

般Ｖ帶寬而薄，好像由許多Ｖ帶併合而成，而有別一般單條狀Ｖ帶。 1960年代以開發出的切邊式(Non bonded V-Belt)Ｖ帶

成為汽車傳動皮帶的主流，而目前布層包覆式(Banded V-Belt)Ｖ帶仍廣泛用於工業界。 本研究是將針對橡膠傳動皮帶的製

程技術，做一完整之探討，比較各種製程產品之優劣、價值，希望能對國內有意開發此一產品的廠商，提供先期作業之參

考。 關鍵字：傳動皮帶、皮帶、橡膠。

關鍵詞 : 傳動皮帶 ; 皮帶 ; 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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