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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切削力是精密機械加工技術中，重要之定量分析數據。蒐集這些切削力數據，對開發刀具、選用刀具、設定加工最適切削

條件、設計夾治具或設計機台結構等等各方面皆有甚大助益。 本文提出兩種不同形式之三軸力感測器來蒐集這些切削力資

料，感測體一為門柱型，另一為十字柱型。本文並對這兩種應變計式三軸力感測器進行最佳化設計。 本文使用電腦輔助工

程分析軟體之有限元素法及最佳化法作為輔助工具，分析彈性體應力、應變分布及位移情形，決定應變計黏貼之最適位置

與方向，推導力與應變的關係矩陣，以期模擬切削用三軸力感測器所能感測負載力大小，並預期感測器之各項特性，期設

計產品兼具理論與實際需求而具有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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