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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目前工具機的發展，高速化與高精度已經成為CNC工具機發展的趨勢,且不管是製造業或是高科技產業所使用的自動

生產設備,目前已處於時間與品質並重的時代，因此目前自動化製造設備一直朝向此方向來發展，而其發展的關鍵技術就是

使用單軸高速重複運動之精密控制,而凸輪機構就常被使用在這樣的設備上。而本研究主要是利用電子凸輪(ECAM)的概念,

直接在運動平台上來設計一個運動凸輪曲線,使平台上的運動曲線有彈性且迅速,其中精密的定位技術在於控制器的性能及

軌跡產生器的發展,故本研究將設計一重覆(間歇)控制系統來完成CNC工具機執行高速剛性攻牙(Rigid Tapping)加工的動作

。關於上述本論文所發展的CNC工具機利用電子凸輪來控執行剛性攻牙功能的軌跡控制，除了理論推導之外，論文中並給

定實際運動進給的條件進行模擬與實驗驗證，證明利用電子凸輪系統來控制剛性攻牙後所產生各數據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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