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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鋁合金具有高強度、質輕及成形性佳等優良性質，已被廣泛的應用於諸多產品。當輕量化的結構件採用鋁合金材料時，必

須考慮其硬度、強度及伸長率等機械性質。然而，機械性質會受到熱處理的多種可控因子影響，導致品質不穩。本研究即

以A6066鋁合金進行時效硬化-T6熱處理之固溶溫度、淬火溫度、人工時效溫度及人工時效時間做為可控因子，採田口方法

設計實驗，再結合灰關聯分析來探討多重品質特性問題，以求得整體最佳製程參數水準組合。並且，配合實際試驗對於期

望提升鋁合金機械性質的結果加以驗證。研究結果顯示：最佳製程參數組合為固溶溫度「530℃」、淬火「室溫」、人工

時效溫度「190℃」及人工時效時間「4小時」。經變異數分析得知，人工時效溫度為影響多重品質特性最重要之因子。最

後，將驗證實驗結果與灰關聯度最高之實驗組數據比較，顯示硬度提升3.38%、垂直（T）方向的抗拉強度提升8.79%、平

行（L）方向的抗拉強度提升10.73%。

關鍵詞 : 田口方法、灰關聯分析、變異數分析、A6066、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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