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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一般新產品的開發較少考慮到製程中半成品的檢驗及售後維修的容易度，若可以經由事先產品組裝程序的規劃，就可

以將以上的問題予以避免，再配合機器的加工限制及產品零件的特性，則更可以節省生產規畫的成本。本研究即針對上述

問題探討如何來產生出產品的所有組裝順序，所採用之主體方法乃參考De Fazio和Whitney的組裝順序產生法加以簡化，並

提出一個新的演算法來有系統的使用De Fazio和Whitney的方法，目的即在於改良其舊有的演算法理論使之更易於使用。 

本研究以旅行用刮鬍刀和機車引擎為例，經由分析產品個別零件間關聯的組裝先後順序來得出組裝程序的幾何限制式，並

藉由零件間之關聯所形成的關聯圖以求得其組裝的迴圈限制式，此二種限制式即可進一步產生目標產品的所有組裝順序。

但幾乎每一種產品的組裝順序皆非常繁多而複雜，故本文以非連結性零件的觀念來加以縮減。非連結性零件乃是限制零件

的裝配，是一個接著一個，不可以是次組合與次組合的結合，如此將使組裝現場管理較為簡單且使產品生產方式選擇更為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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