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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為了要增加產品的良率以及提高平均故障時間間隔，遠 端監控系統逐漸受到廣泛的重視。藉著線上監控製程變數預

測機械 性能的下降，使得工程師可以在錯誤發生之前將維修的動作加入排 程中。 本論文是針對沖床，透過資料的擷取

、Delphi 程式語言及關聯 式資料庫，而建立一套遠端監控系統(RMCS, Remote Monitoring & Control System)以期縮短機器

故障維持時間，提升整體產能，並結 合報表輸出，將機器歷史運作狀況、異常排名、機器狀態統計、生 產狀況等以報表

方式呈現，方便管理階層了解目前所有機器運作狀 況與生產情形。

關鍵詞 : 遠端監控系統，沖床， Delphi 程式語言，關聯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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