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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唯有選擇適當的鋼材，才能使產品更有市場競爭力。一般選用適當鋼材的方法為查考過去慣用之材料及依用途選定鋼材，

因此選擇鋼材性質的優劣將直接關係產品的品質。所以材料的選擇是設計工程師於開發新產品時，最重要的一環。 由於開

發產品的時間影響開發成本，因此當公司接受客戶委託開發新設備時，以往新材料的選用都須遍尋各種規格書且審慎考慮

，這是耗時的。一般而言，都會優先選擇慣用的鋼材，而忽略了適用性，使得產品性能無法達到客戶的規範。所以本研究

提出快速及適當選擇鋼材的解決方法。 以602筆鋼材測試數據為例，依鋼材的機械性質分類及對數值區間作處理，配合類

神經網路求出適當之加權與偏權值。另以10筆鋼材樣本實際值測試網路的正確估測率，以其優劣來研判是否為較佳的變數

區間處理方法與網路之演算法，以作為設計師選擇鋼材的參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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