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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複合材料在現今生活上的應用範圍愈來愈廣，但以往大多以複合材料疊層平板為主。然而，複合材料疊層圓管在相關的產

業應用上，無論是汽車業、建築業或休閒運動方面，甚至航太產業將都有明顯大量使用的趨勢。目前關於複合材料疊層圓

管的研究尚未完善，雖然可利用CAE軟體進行模擬，但對於多層數複合材料圓管其所需運算時間過久。因此，本文將推導

複合材料圓管之解析解，利用較短時間快速進行複合材料圓管之變形預測。 本文將應用啟發式演算法中的傳統基因演算

法(Classical-Genetic Algorithm，CGA)與微基因演算法(Micro-Genetic Algorithm，MGA)來探討複合材料圓管在分別承受軸向

拉伸負載與扭轉複載之情況下，其圓管疊層排序(stacking sequence)之最佳化設計。同時利用有限元素法(Finite Element

Method)之分析軟體ANSYS來進行複合材料圓管模型化分析驗證。最後對複合材料圓管最佳疊層角度之排序特性進行討論

，以改善傳統人工經驗疊層排序法則上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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