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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吊籠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裡，大樓成了解決土地不足的唯一的辦法，因此吊籠數量在往後的數十年只會增

加而不會減少，建造一座新的吊籠成本遠比維修來的高，所以如何延長吊籠的使用壽命，這就成了一項新的課題。 本文的

研究主要是針對如何延長壽命，會影響吊籠使用年限的因素大約有材料本身的性質及平常吊籠所受到的一些應力，所以本

論文使用solid works軟體製作模型再利用ANSYS軟體來分析靜態、動態的應力應變。針對在同一材料下，如何增強它的結

構，而不需更換強度較高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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