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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複合材料廣泛運用於各種不同的場合裡，例如：電子業、建築事業、汽機車工業、船舶工業等；腳踏車各部份機件

更是朝質輕、耐磨耗且更大量使用複合材料。本研究主要為考量以複合材料取代鋁鎂合金之可行性，探討以複合材料疊層

板運用於腳踏車心軸纖維排列結構之最佳組合；即以有限元素商用軟體ANSYS，模擬探討腳踏車心軸踩動時，所產生的徑

向壓力、與扭轉應變所產生角度變化，再探討同時產生徑向壓力與扭轉應變時，所產生之變化，並以基因演算法作最佳化

設計之演算法，以求得心軸承受壓力與扭力時，其位移、角度變化量最小之多目標設計問題為目標函數，在限制條件下，

找尋等厚度下的最佳製造參數，使其產生位移量最小、旋轉角最小的複合材料疊層排列組合方式，以達到單一目標及多目

標的最佳化組合。 最後再以自行設計製作之試片與測試治具以實物實驗方式驗證所求得複合材料板疊層排列最佳解之正確

性，以期使本研究更具其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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