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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排氣管結構在無阻尼無受力的系統下，來進行模態分析，首先將利用電腦輔助設計軟體針對排氣管結構，

進行實體建模設計。接著使用有限元素軟體建構排氣管與吊柱之有限元素模型，然後輸入電腦輔助分析軟體，進行模態分

析。將所得之結果與汽車正常行駛時，引擎轉速於特定轉速下進行比對，並找出接近之頻率與其模態，並再加以分析與探

討是否對於排氣管結構會導致共振現象。其次藉由調整排氣管各吊柱位置、改變排氣管吊柱斷面形狀與長度、改變排氣管

材料之彈性係數與排氣管管壁厚度等設計變數，並將上述四項調整所得之結果做出分析與探討是否對於排氣管的固有頻率

有所影響。從結果得到調整排氣管吊柱位置以及改變吊柱的斷面形狀與長度，也就是截面積越大和其長度越短時，對於影

響排氣管的固有頻率會有較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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