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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以小型搬運車車體之結構設計與最佳化為研究目標，利用COSMOSXM 有限元素法來加以分析並了解搬運車所受

之應力與應變大小與分佈情形，進而能改善搬運車車體成為最佳化之安全機體，避免日後因設計不良、運轉錯誤與施工不

當等原因，肇生日後的災害發生，而達到小型搬運車真正安全目標。首先是利用電腦輔助工程分析軟體COSMOSXM建立

爾後分析用的實體模型，再以COSMOSXpress實體網格化之後，於以施加負載，以便觀察其結構應力、應變與位移。獲得

之數據將成為日後改善小型搬運車車體的依據。

關鍵詞 : 小型搬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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