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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使複合材料殼構件達到高勁度及輕量化的目的，因此本文發展複合材料三明治殼構件的理論分析及成形技術。在理論分

析方面，是利用多層理論之3D殼元素有限單元法來分析不同的長寬比(B/A)、半徑-長度比(R/A)、長厚比(A/H)、邊界條件

與受力條件下的複合材料三明治殼構件之力學行為。在製造方面，是將面材與心材置於模具內以發泡式一體成形的複合材

料三明治殼構件，其面材採用玻璃纖維或碳纖維複合材料；而心材採用質輕以單螺桿造粒EVA630或發泡樹脂，不僅可減

輕整體結構的重量，提升複合材料三明治殼結構之抵抗彎曲及抗衝擊的能力。 在最佳化設計方面，本文運用粒子群最佳化

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在不同的長寬比(B/A)、半徑-長度比(R/A)、長厚比(A/H)、邊界條件與受力條件下搜尋

複合材料三明治殼構件之最佳製程參數(疊層角度與厚度)，使得複合材料三明治殼構件達到輕量化或最大勁度之目標。最

後，以頂壓實驗數據來驗證理論分析與最佳化設計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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