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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發展，逆向工程的定義，也由狹義的處理 接觸或非接觸式3D 掃瞄點群資料，擴展到廣義的處理一般掃

瞄 圖檔或醫學影像─ 斷層掃瞄圖、核磁共振圖。在廣義的逆向工 程上，必須先藉由影像前處理技術取得輪廓線後，再以

點陣型態 取得點群資料，才能進行逆向工程的步驟。但由於一般點群資料 都相當龐大，故要如何將點群資料作一適當的

處理，以完成實體 模型的建構，為本研究所要達成的目標。 本研究主要探討逆向工程量測後，所獲得龐大的點群資料要 

如何加以處理，以建立曲線型態模組化，利用田口參數設計方法， 可縮短實驗次數及時間，配合灰關聯理論找出的最佳組

合，再以 幾何模型展現擬合曲線特性，進而減少點群資料數，方便後續技 術的處理。針對醫學影像、複製技術（拓印、

掃瞄圖檔）⋯等灰 階影像資料進行非傳統逆向工程技術處理，經影像處理技術所取 得影像輪廓點群資料再配合擬合曲線

模組，進行實例驗證。 本研究達成之成果目標有下列三點： （1）以灰預測理論導入影像處理，將影像資料轉成點群資料

。 （2）以灰關聯結合田口方法建構具有整合性的擬合曲線模組。 （3）實例模組驗證： (a)在複製技術方面則以書法字型

為2D 應用驗證； (b)在醫學影像則以骨骼的CT 檔來建構出3D 的RP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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