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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原型系統可以在短時間內得到物體外型，但礙於快速原 型的工作原理、材料性質，影響了尺寸精確度，常需要後處理

來 達到所需要的尺寸。 本研究以孔、銷裝配為例，從電腦輔助設計到STL 檔的轉變， 加工原理與參數的分析，讓裝配件

在預設的公差尺寸範圍內，可 以自由相互裝配。在STL 格式中，弦高是影響網格多寡的主要因 素，網格越多越接近原始

尺寸，探討網格的多寡與快速原型機的 關係；在加工參數中，切層厚度、偏移量的關係對尺寸的影響。 以田口實驗為分

析方法，套用孔、銷裝配的尺寸公差，使用 3DP-Z402C、在區域內製作5 個孔、銷物件，使用三次元量床測 量取直徑，應

用L9 直交表，進行參數設計及變異數分析以得到最 佳化參數因子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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