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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工業界，目前都使用非破壞檢驗來發現產品內在或潛在的缺陷，使產品達到更安全可靠的程度。其中非破壞檢驗的種類

包括有目視檢驗法、滲透檢驗法、超音波檢驗法及渦電流檢驗法⋯等幾項。 超導量子干涉元件(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SQUID) 是目前所知最敏感的磁通偵測器，使得超導量子干涉元件已被成功的使用在磁波及腦磁波掃描

儀上，顯示生物的心磁或腦磁圖像，來做為醫學在心臟功能或腦功能臨床輔助診斷工具。另外，在材料的檢驗等方面，超

導量子干涉元件已被研發來檢驗橋樑鋼骨結構、飛機起輪框等缺陷。 本文研究目的在設計與研製用於非破壞檢驗之探頭系

統，並將高溫超導量子干涉元件使用於此系統上。探頭系統之設計需考慮真空夾層、系統溫度及高溫超導量子干涉元件擺

設位置，方可達到探頭所需之最佳的量測環境。利用AutoCAD及Solid Works兩種電腦輔助繪圖軟體，繪製平面加工圖

及3D立體圖。 材料則選擇玻璃纖維 (G-10)，由於玻璃纖維的材料強度是依據其製造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探頭系統設

計時必須考量玻璃纖維的製造方式，否則會因零件形狀及加工過程，造成材料本身的強度破壞，而無法達到探頭系統所需

之真空壓力及系統溫度。 本文所研製之探頭系統經實際測試，已到達高溫超導量子干涉元件量測時所需的系統環境，可使

用於現場非破壞量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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