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樹脂轉注成型法進行輕量化下之主要關節護具之研製

陳孔斌、賴民

E-mail: 9806258@mail.dyu.edu.tw

摘 要

本文研究方向是開發可取代石膏的輕量型下肢主要關節護具，應用最佳化方法與製造方式來進行可調固定式及可調活動式

之下肢主要護具輕量化設計與研製，茲以下肢主要關節護具的力學行為分析、衝擊模態分析、最佳化設計、構件形狀與尺

寸、製程參數、實體製造及實驗量測等方面進行研究。此護具具質量輕，高透氣性、耐衝擊性高的特質，改良現在護具的

重量、悶熱或過敏導致皮膚不舒服、不方便等缺點，讓病人在使用護具時舒適，負擔輕，其中研製的可調活動式及可調固

定式膝關節護具，由關節炎及十字韌帶受傷的病患穿戴來進行復建，達到良好恢復效果。本文的最佳化是利用粒子群最佳

化演算法來尋找複材護具的最佳製程參數；在製造方法採用手積法及樹脂轉注法利用玻璃纖維及樹脂或採碳纖預浸材製造

各種下肢關節護具，並以ANSYS軟體分析護具之靜態應力分析及動態耐衝擊性，同時以實驗來驗證理論分析與最佳設計的

正確性。最後進行護具的耐久性分析及病患問卷調查，修正設計成為最舒適的護具以達到(a)固定效果(b)透氣效果(c)調整便

利(d)穿戴安全、舒適等特點。

關鍵詞 : 下肢主要關節、護具、輕量化、舒適、耐衝擊、樹脂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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