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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cycle manufacturers at home and abroad over the years, they want to develop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icycle, the bamboo

applies to bicycle frames are toughness and elasticity. These bamboo bicycles have through the EU bike regulations (eg EN14781).

The bamboo of fiber averaged after laminated and glued ,this will decentralized stress. Bending can also be conducted and strength

and hardness, anti-pull strength values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The design by the advantages of laminated bamboo, Mini Velo as

a template to design a new type of bike frame, and use the computer graphics software to identify suitable bonding structure of this

material to easily import mechanical mass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assembly and general specifications of standard bicycle parts.

These design will be provided to manufacturers, R & D on the laminated bamboo bi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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