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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汽車產業研發腳步愈來愈快，為了滿足顧客需求提升研發速度，各種輔助設計分析軟體便相應而生。 由於過去在方

向盤結構強度設計分析時常常因零件、材料數量種類太多，在網格建立與材料設定上造成許多的困擾，也讓CAE技術導入

使用上產生許多瓶頸。本文即是以汽車產業零配件方向盤結構強度設計為例，來探討CAE (Computer Aide Engineering)技術

對於汽車零配件設計上之協助與應用。 其主要目的是嘗試利用I-DEAS與NASTRAN之CAE分析工具軟體透過簡化模型執

行分析，克服過去因零件、材料數量種類太多造成大量負載筆數而產生的計算時間，及解決因太多不同材質間網格切割參

數之困難，最後再利用實物以實驗方式取得結果來驗證本研究之準確性，讓後續投入相關研究者能利用此一方法進行方向

盤之分析應用，避免過去全零件建網格分析作法有效的縮短設計分析時程並降低成本減少金錢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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