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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快速成型技術使用分層堆積製造技術有助於生產複雜原型，縮短產品週期及提高產品品質。快速成型機機種多，製作成品

的材料亦常因機種而受限。快速模具技術為快速成型技術的延伸，二者的有效結合將可使製作成品的材料多樣化，亦是本

研究的目的。 本文中利用Z402快速成型機製作出的原型當作多片式矽膠模具的模型，再利用矽膠模來翻製AB劑材料的成

品。利用L9直交表與望目特性試驗來探討完工成品的品質。試驗因子為此二階段模具的烘烤溫度，完工的AB劑成品的裝

配率作為品質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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