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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針對成型銑刀的加工輪廓進行設計開發，此一電腦輔助的自動化過程將取代傳統方式，傳統成型刀具的研磨是利用

已知成型之模板，利用靠模的方式讓研磨機產生與模具相同的刀具是。此方式會有非預期刀具尺寸研磨不正確等缺點，導

致切削刀具壽命，切削力及顫振等問題的產生。本研究根據多軸研磨機之軸控加工座標，利用程式語言開發一CAD/CAM

系統，藉由參數的設定自動產生加工所需的研磨砂輪路徑程式碼。 在推演研磨路徑的已知輸入條件，加工後的產品外型、

機台伺服軸座標系統與刀具參數。產品加工圖面可由任何電腦輔助設計軟體完成，這是加工後的2D截面圖，我們取得X

與Y的幾何座標值，最後要輸出為加工機台之伺服機械座標X、Y、A與B。在這個座標轉換過程中需要在搭配路徑偏置理

論，以滿足加工路徑連續的限制條件。接著利用多軸NC模擬切削軟體驗證分析結果，這個逆向過程讀取產生的研磨加工

路徑程式碼，實際模擬成型銑刀輪廓切削的研磨情境。 根據研究推導內容，本論文撰寫一獨立之型刀輪廓數值加工路徑電

腦輔助系統，可讀取產品之截面輪廓，產生NC碼。其逆向模擬結果均符合最初型刀設計輪廓及參數尺寸。本研究除了提

供型刀輪廓加工製造技術外，有效縮短型刀之生產週期，提升型刀品質、降低開發製造成本，並結合電腦輔助製造技術與

業界實務製造經驗，期望未來能建構完整自動化加工製造之專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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