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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文研究主要以國內曲木膠合技術與產品之間演進與變化的相互關係發展為主架構，透過相關文獻與田野訪查之

系統化整理與探討，延伸到後階段之實務設計應用。本論文，依下列三大方向架構：第一部份以相關文獻與田野訪查探討

國內曲木膠合技術、膠合劑使用之演變與影響；第二部分以現有曲木膠合產品與產業技術內容為基礎，探討產品設計主要

構思內容與特點，整理出曲木膠合產品特性與優勢；第三部分已所得之曲木膠合產品之設計特點與產業技術之特性應用在

實務設計上，透過產品設計流程發想設計構想，以及將其現代化、高價值性。 國內曲木膠合技術的開端大約在民國50幾年

，至今將近40年的歷史，由於曲木膠合技術與膠合劑的應用種類繁多，以及具現代化之高週波加熱膠合技術的成熟，造成

近幾年的人工高分子材料出現與複合材料加工的需求，促使了膠合技術應用範圍更加廣大，也顯示了膠合技術與產品間密

不可分的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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