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image: ]




博碩士論文 89225012 詳細資訊








  
  	以作者查詢圖書館館藏	、以作者查詢臺灣博碩士	、以作者查詢全國書目	、勘誤回報	、線上人數：26	、訪客IP：3.91.10.104


  	姓名	
      	  劉奕酉(Yi-Yu Liu)  
		      查詢紙本館藏  	畢業系所	統計研究所
	論文名稱	
      	  PB設計的投影性質研究
      	   
	相關論文		★ 診斷多變量管製圖之研究	★ 複合設計的研究
	★ 超飽和設計的研究	★ 股價預測之統計模型
	★ 實驗的特殊設計及動態數據的分析	★ 半反摺追蹤設計之探討
	★ 三水準因子實驗離散效應的研究	★ 分徑指標在建立決策樹的比較
	★ 不同製程模式下比例積分回饋控制器之研究	★ 特定交互之部分因子設計
	★ 偵測設限資料之EWMA管制方法	★ 偵測變異的多變量管制圖之研究
	★ 實驗徑大小為32之最小偏誤集區分割設計	★ 集區大小為二的兩水準因子集區設計
	★ 選取多變量特性值最理想條件的方法之比較	★ 利用六標準差管理提昇中小企業之產品品質—以塑膠產業霧度改善為例



	檔案	
		   		[image: ][Endnote RIS 格式]   
		      [image: ][Bibtex 格式]     	
      [image: ][相關文章]   [image: ][文章引用]   [image: ][完整記錄]   [image: ][館藏目錄]   [image: ][檢視]  [image: ][下載]	本電子論文使用權限為同意立即開放。
	已達開放權限電子全文僅授權使用者為學術研究之目的，進行個人非營利性質之檢索、閱讀、列印。
	請遵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切勿任意重製、散佈、改作、轉貼、播送，以免觸法。

  
      

	摘要(中)	在工業實驗中，若因子只有主效用的影響，使用Plackett-Burman設計來指定因子進行實驗，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但是當有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響存在時，所產生的假象結構是非常複雜的，單純地使用PB設計可能是不夠的。


為了改善效用混淆不清的問題，有些學者提出利用幾何投影性質，在第一次實驗進行後，找出可能顯著的重要因子，再增加一些實驗徑，以改善原本的實驗成為較高解析度的部分因子設計。


另一些學者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只有少數幾個二因子交互作用需要探討時，可以不增加額外的實驗徑，而由原先的設計仍然可以將所有效用估計出來。但他們都只作3至5個重要因子，本文延續其理論方法，推廣至 設計中有6個重要因子的情況，提出處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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