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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將針對已開發之微小型無刷迴轉式泵浦進行打水效能改善，葉片的設計將是影響泵浦打水效能的關鍵。葉片藉

由微小型泵浦的旋轉推動回路中的冷卻液，帶走系統產生的熱。未來將可應用於小型軸流式機溝之液態冷卻系統。未來將

可應用到如一般家用電腦、小型筆記型電腦等液壓系統。

本研究應用葉片理論、和有限體積法 (Finite Volume Method)之商業套裝軟體ANSYS-CFX進行葉片模擬和設計開發，其中

除了無刷迴轉式泵浦機構及電路控制是沿用先前所開發之技術外，研究中針對線圈部分做改進。葉片之外型則是依據葉片

理論及相關文獻而做設計，且以有限元素法探討影響之參數設計，初步模型應用快速成型技術而建構。

本研究應用快速成型技術建構了模型，縮短了模型製作時間，改善舊機構的缺點，單斜式線圈效果比直式線圈明顯，而雙

斜式線圈效果比前兩者來得更佳。由ANSYS-CFX分析出葉片預計可望提昇泵浦打水效果，未來將進一步應用在日常生活

上之各個領域，以提升生活品質。

關鍵詞 : 無刷、ANSYS-CFX、單斜式線圈、雙斜式線圈、葉片理論、軸流式、有限體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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