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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由於科技的進步使得輪圈這項產品也不斷地被嘗試輕量化以獲得更好的效能及燃料的使用，使得輪圈材料從鋼鐵材料轉變為鋁合金甚至到鎂合金。但隨著材料的進化，輪圈的設計製造技術提昇卻並沒有與材料改變的速度那麼快，導致輪圈業者在從事輪圈的開發時，即遭遇到無法通過測試規範的情況，這對輪圈業者輕則延遲開發，重則造成生意的的損失。


而本文旨在對四種鎂合金與鋁合金壓鑄機車輪圈進行研究，採用迴轉彎曲疲勞測試來判定此四種輪圈的結構強度是否足夠，並使用商用有限元素法軟體ANSYS進行分析，以協助對輪圈應力變化的了解。此外對於未能通過測試的輪圈進行分析，以對輪圈的疲勞現象能夠深入了解，並協助業者了解疲勞破壞，以提供輪圈設計改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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