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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模具量測是檢查模具是否有符合精度的重要過程，目前業界以三次元量床（CMM）進行模具檢測，但大多還停留在以傳

統的手動方式來進行工件的量測，不僅費時耗力，更因而耽誤了工件在製作時程上的進度，相對的也就提高了產品的製作

成本。因此必須採用自動化的量測流程，由CAD模型進行量測路徑規劃到三次元量床進行量測，及量測完畢後所得之完整

量測數據整理分析，才能確實改善生產效率。 本研究之目的為發展一套以 CAD為基礎之本土化視窗介面三次元量測模具

路徑規化與量測資料分析軟體。系統將讀入模具CAD模型，進行模具幾何資料分析。而為了能讀取其他系統所建立

的CAD模型，本系統所輸入的CAD模具資料格式採用目前業界最為廣泛使用的IGES格式，分析的曲面則以NURBS為主。

經由系統計算規劃量測路徑後，產生自動量測所需的DMIS程式，以利後續量測路徑模擬。 本系統量測所得之資料與模

具CAD模型整合，在視窗圖形化之介面中，顯示工件之量測位置與誤差，並採用統計學衡量製程能力之能力指

數Cp(Capability Index)及製程在目標值附近的變異程度Cpk，對數據資料做統計分析，診斷出模具品質及掌握製程能力，進

而追蹤模具品質的變異性，以有效改善製程，並提供現場製程改善與修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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