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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車銑複合工具機結合車床與綜合加工機的特性，能在同一台加工機上執行車削和銑削加工程序，工件可以一次加

工完成並且降低在車床及銑床機台來回搬動的誤差。由於車銑加工件同時具有車工及銑工特徵，依據工件的特徵加以分類

，以選擇符合的加工製程，是相當重要的。 本論文針對必須使用車銑複合工具機加工並常被設計在工件上的特徵，能讀入

實體模型系統(Solid Modeling System)，所產生的 IGES 檔案格式之實體進行特徵辨識。車削部份以2D剖面方式運用各直線

間法向量關係法則定義出其所屬加工特徵；銑削部份以3D方式呈現，將解析出IGES 128平面法向量間的相互關係法則定

義出所屬加工特徵。將定義完成的加工特徵以IGES格式所取得的工件表面資訊中解析出特徵之位置、尺寸並加上使用者

所輸入相關資訊產生出完整的NC資料，可省略後處理程序節省加工流程所需成本。 根據此演算法以Borland C++ Builder

與OpenGL函式庫撰寫出視窗化車銑複合與加工系統，並藉由實體切削模擬軟體以及實際於XYZC車銑工具機切削成品證

實本文提出法向量法則定義特徵之可行性。 關鍵字：特徵辨識，車銑複合，數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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