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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是一項對品質評估的分析工具，結合工程人員的技術與經驗知識，確認產品設計或製程上可能的潛在

失效問題，進行排除及矯正改善處置。它可以偵測產品相關或是製程相關上潛在可能發生之失效問題，是一般產業上常用

於發掘失效問題的起因以及事前預防失效問題發生的一種分析方法。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是透過發生頻率、偵測度標準以

及對潛在失效問題之嚴重度的衡量評估計分，再藉由三者計分值的乘積發展成為風險優先指數，並依此優先指數值作為相

關矯正改善活動優先順序的考量。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的分析運用，對於相關產業之產品設計或製程領域上，佔有相當之

重要性。 本研究將運用上述的分析方法，以照相機之變焦鏡頭模組新產品研發製造流程為實際案例做分析探討。在製程的

失效模式分析中，將識別出新產品研發過程中之潛在可能發生失效問題，以及對失效發生之衝擊影響程度、可能發生的頻

率和偵測能力做評估，而後計算每一項風險優先指數值，對高風險優先指數值實施矯正措施。經由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對

變焦鏡頭模組的分析運用之後，提出本研究的結果與建議及建構出初級的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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