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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由於模具製造業在生產型態上，已從人工密集轉為自動化，使得電腦輔助設計與製造系統快速發展，並在工業界普

遍的使用，尤其在模具業的使用上，更是突顯進步，它簡化了模型建立與模具開發的時間，因此在產品的研發與自動化生

產上，成為相當重要的地位。現今的零件產品，並非都能找到原設計圖，例如汽機車、玩具模型、鞋模、各項家電用品、

電腦及相關周邊設備之外形，皆以所謂的自由曲面（Free-form surface）作為造型。它們通常都是由一些有經驗、有創作的

設計師所做出來的模型，然後經過許多製程才使產品完成。所以為了滿足顧客多樣化的需求以及市場先機，在模具製造上

必須再加以簡化，逆向工程正好可簡化模具模型的建立，因此在國內的發展逐漸受到重視。 一般產品的開發流程有正向工

程與逆向工程。所謂正向工程乃指產品開發是依據功能與規格之要求，依序經由設計、製造以及檢驗等程序來完成，其中

產品內之各零件均保留有原始設計圖面，目前一般以CAD圖檔來保存；而逆向工程是根據現有的手工模型或成品，以三次

元量測儀器來量得其外形點資料，再利用CAD軟體重建曲面幾何模型，目前廣泛應用於產業界，本研究描述如何運用逆向

工程於鞋模設計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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