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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使用Solidworks Cosmosworks有限元素分析軟體，針對平面皮帶輪與平面皮帶傳動系統進行模態靜態分析，藉由皮帶

施予皮帶輪上的有效拉力，使得皮帶輪產生應力，利用電腦輔助分析軟體顯示皮帶輪應力分佈情形，再進行最佳化。 最佳

化設計主要以皮帶輪之輪輻形狀區分為橢圓形及矩形和H形輪輻，再以皮帶輪之輪輻支數區分為六支和五支，共進行六組

最佳化分析。每組皮帶輪以質量最小化為最佳化之設計目標，輪輻截面的尺寸之前提下為最佳化之設計變數，以皮帶輪材

質灰鑄鐵之最大容許應力為最佳化之應力限制條件。 研究結果顯示，發現皮帶輪不論輪輻支數為六支或五，都以H形輪輻

的皮帶輪重量最輕，其次為矩形，最後為橢圓形。使所設計的皮帶輪達到最佳化，以作為皮帶輪結構設計與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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