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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徑向層輪胎是世界上一項偉大的發明，它的開發時程長，且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成本。每次的試作都需要驗證。尤其是

輪胎的強度，直接影響到使用人與用路人的安全。因此使用有限元素分析方法，可以加快設計開發的流程，減少驗證次數

，有效降低研發成本。 本研究是要分析輪胎的變形及應力，首先要建立輪胎的實體模型，用ANSYS軟體的非線性分析技

術對徑向層輪胎進行有限元素分析，模擬車胎可以承受幾倍的內壓力而造成破壞，再與實際的車胎爆破時的最大內壓力進

行比較，驗證理論計算結果的可靠性。最後再運用田口品質工程方法，提出改善對策，可獲得最佳設計因子，並降低最大

應力13.40%，減少車胎破壞的機率。

關鍵詞 : 徑向層輪胎、ANSYS、非線性、有限元素分析、田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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