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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竹管家具在台灣都是以傳統手工製作，在"以竹代木"全球的環保 概念下，歐美各國都在開發有關竹管加工的技術，竹管的

自然特 性是不規則的圓管中空、纖維縱向性及容易開裂的缺點，因此在 竹管加工上盡量減少鑽孔，保持竹管強度上的完

整性，在使用時 才不至於從加工的地方開裂。在歐洲先進國家已有研發出來的竹 管接頭應用在竹建築上，此種技術基礎

上，是否可以以大量生產 的方式加工及降低成本，轉換成為系統家具設計加工上的應用， 並開發一系列的接頭組裝構件

，是著重於產品形式的開發及應用 上。 在技術實驗上，先統計竹山悅山工房煤竹材料的尺寸與種類。竹 管材料以台灣竹

山地區的桂竹，竹管外徑約28~36mm的尺寸，為大 宗尺寸，經過選材、裁切、實驗加工組裝後，確定可以拆裝組合 應用

於傢俱上，便發展不同形式接頭。竹管展示架連接接頭的設 計以環形套入連接的方式延伸結合，組裝時產品最多有五個向

度 的應用，左右延伸的系統組合架最多需要上下左右及後面的方向 。 因此產品設計上，最終的目標在於減少接頭組合數

量，增加組裝 後產品的多樣性，並能呈現產品功能，提升組裝速度，重複使用 性，提高空間裝配自由度。

關鍵詞 : 系統傢俱 ; 竹管傢俱 ; 竹管連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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