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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將利用C#程式語言開發出具有高功能、高親和力之電腦數值控制器，直接利用此系統來進行直線切削的方式來模

擬加工路徑過程。同時也在一台個人電腦（PC）上應用視窗（Windows）環境操作下執行切削加工路徑程式，透過C#建

立之人機操作介面系統，讓操作人員可以利用此畫面看出正在進行中切削路徑所呈現的運動軌跡，這也是個人電腦（PC）

和控制器之間的數據溝通界面。 提升加工件精密度、表面光度應降低進給率，使切削過程更順暢；本研究將在C#內建

置CNC所需要之控制系統，即建立軌跡插值器（直線插值運算）、進給率參數設定等。 最後將利用個人電腦（PC）之控

制系統並實際進行直線切削路徑模擬測試，以瞭解控制系統所呈現之切削路徑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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