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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當前的汽車零配件市場來說，汽車方向盤在近十年來的發展，可說是變化巨大，且競爭激烈，不論是在技術的引用與市

場的開拓，各製造廠皆各展其能，從鐵支架方向盤，改以鋁合金結合鐵支架，再以鋁鎂合金取代鐵支架，且因搭配Airbag

Module將方向盤改為鋁合金，甚至是鎂合金之方向盤以達輕量化目標。 在新產品之開發往往於初次試作後修改頻繁，不

管在時程上、成本上、模具壽命上及產品品質上等各方面皆會受到相當多的影響，故CAE技術在新產品研發上特別重要。 

故於本研究從方向盤材質、厚度在不同施力條件下，探討方向盤耐疲勞與抗壓強度的相關性，應用有限元素法對汽車方向

盤靜負荷與疲勞耐久做分析，配合實物試驗進行分析比較，達到理論與驗證之效果。本文採用3D CAD Solidworks和有限

元素法之商用軟體-ANSYS，解決開發上最為困擾的結構設計問題，在產品設計初期即找出問題，並透過電腦軟體修正，

讓錯誤率降至最低，同時利用田口方法結合ANSYS找出最佳的設計參數，進而創造鋁、鎂合金方向盤支架最佳化設計、建

立汽車方向盤開發設計之標準CAE分析驗證模型、縮短汽車方向盤開發時程，以符合客戶快速需求、降低產品開發失敗成

本、增加設計過程的可靠度。透過有限元素法分析證明方向盤支架結構強度不足位置與實物測試相符合，藉由本研究找出

改善方法與較佳產品設計開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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