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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模具加工成本不斷上漲及新產品開發週期的縮短等趨勢，應用精密陶模鑄造技術於 相關金屬模具的開發，逐漸受國內

相關業界之重視。精密陶模鑄造除可縮短金屬模具製 作工時及開發週期外，並可大幅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對外市場競爭能

力。 本研究在精密陶模鑄造中，藉由田口方法，尋找影響陶模製程之最佳參數組合，並做為 生產作業標準，提升陶模在

澆鑄時強度分佈在25±0.2kn/m2範圍內，避免陶模在澆鑄後 因強度不足而破裂，造成模具因成型不佳而須重複翻鑄的損

失成本，進而提高鞋模具在 運動鞋零配件的生產力。由實驗結果顯示把製程控制因子調整成A1—澆鑄溫度(OC)

(1690~1720℃)，B3—鋯粉比例(50%)，C3—鋯砂比例(35%)，D3—馬來砂比例(15%)， E1—矽酸乙酯(20.5kg)，F3—燒結溫

度(1150OC)，G3—模砂(28.3kg)， H2—水玻璃(4.1kg)可以得到最佳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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