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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由於現今科技的發達，電腦產業日新夜異，使人門注意到電腦和人腦的不同而衍生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與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運用類神經網路採試著模仿人類腦部神經工作的模式，藉由多個處理單位之間

接受刺激並交換訊息，得到某種結果，由大腦中樞做出適當的回應。類神經網路可以採用硬體或軟體的方式來建立，硬體

的方式會像平行處理器的架構，讓多個處理器(processors)以高速的匯流排(bus)相連在一起。軟體的方式則是以資料結構與

演算法來描述彼此相連的節點，節點間的連結可具有權重(weight) ，某些節點可以接受輸入的刺激，某些節點則可聯合輸

出一些有意義的結果。所以我們將神經元的傳輸運作過程用電路圖模仿，然後將其傳輸過程變成我們所需的訓練方程式

用VB(Visual Basic)以及Matlab和Moldflow模擬，再加上基本的流力、熱傳、材力方程式經由VB轉成專家系統，經由實際的

實驗最佳參數以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進行訓練以得到數值的趨勢以完成完整的神經網路系統。 關鍵字：類神經，神經元，專

家系統，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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