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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流程圖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生活中常常會有很多高溫的罐裝飲品，如果直接觸碰到瓶身，會導致手的不舒適，

甚至還有可能造成傷害，例如：燙傷。因此我想要利用生活周遭有限的材料和現有的加

工資源，設計一個機構讓那些冷得凍手、熱得燙手的飲品，在使用上更為安全與方便。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是設計一個機構，能夠將手和飲品達到隔絕的效果，再考慮到大部分易

開罐的材質是鐵，而且鐵導熱速度快，因此在開罐上也有一定的困擾，其次則是要考慮

如何將這些因素設計歸納成一個攜帶方便的機構。 

 

（一）探討不直接觸碰到瓶罐以達隔熱功能的方式。 

（二）設計出能縮小體積且攜帶方便的多功能把手。 

 

三、 研究方法 

 

本專題訂定題目後，便開始蒐集生活周遭的相關資料並整理探討，接著利用

SolidWorks 繪圖軟體設計出模擬立體圖並與組員和老師進行討論。完成工作圖後，就和

組員一起利用 3D 列印進行製作並加以組裝，最後測試專題成品是否有達成目的，再將

過程與結果逐一整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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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獻探討 

  為了要設計出一個能方便使用熱飲的機構，便需要找尋一些文獻進行比較與探討，

然而本研究主要是比較方便喝熱飲的方法以及探討如何增加此機構的功能。 

 

（一）隔熱的方式 

 

  若想要使用罐身高溫的熱飲，通常是將飲料倒在另一個方便拿起的容器或是使

用導熱性差的物品間接拿起，但若考慮到方便性，用隔熱材料拿起飲品會優於多帶

一個容器，因此此處只探討利用隔熱材料拿起飲品的兩種方法。 

 

１. 使用隔熱材料 

  『熱定義為藉兩系統間之熱度差由一已知溫度系統傳經系統邊界到另一

溫度較低系統的能量。』（陳響亮，1986）因此為了將容易燙手的飲品拿起，

我們可以使用導熱係數低的材質包住燙手的罐身，減緩熱傳遞的速度，用來

隔熱以方便拿起，而且也便於攜帶，就像便利商店的紙杯套，如圖二所示。 

 

２. 加裝把手 

 

  如果在熱飲的外部加裝一個像馬克杯的把手，就可以利用手提的方式改

變施力方向來拿起飲品，如此一來即可以避免手滑與被燙傷的缺點，如圖三

所示。 

 

 

 圖一、紙杯套 

 

 

 

 

 

 

 

 

           圖二、紙杯套          圖三、馬克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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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真空隔熱 

 

  『能量可藉由各種方法由一個區域傳送到另一個區域，但從連續性的觀

點，所有機構可分類成傳導、對流及輻射。』（林全信、胡恆達、張王冠，1985）

因此為了阻止熱的對流及傳導，我們可以利用真空的狀態阻止熱量傳遞，就

像日常生活中保溫瓶之間的隔層。 

 

  將以上三種隔熱拿起飲品的方式比較後，再考量到現學的技術，因此我們決定

將紙杯套便於攜帶以及馬克杯能避免手滑的優點，結合在一個外裝的手把上來達成

預期的功能。 

 

（二）功能發想 

 

  為了讓把手在喝飲品之外有更多的功能，我們決定在收納空間上及使用功能上

有些改良，用以增加把手功能之多樣性。 

     

１. 收納空間 

 

  為了增加方便性，我們想要將此機構結合指甲剪使用上以及收納上的原

理。然而指甲剪是利用槓桿原理中的第二種，令『抗力點位於施力點與之點

之間，所以施力臂恆較抗力臂長，故機械利益大於１』（柯雲龍、潘建安，2012），

以達到省力費時的效果，如圖四所示，其收納過程將會於下文詳細說明。  

 

 

 

 

 

 

 

 

 

 

 

                （ａ）把手            （ｂ）指甲剪 

 

                      圖四、槓桿說明圖（Ｆ為施力點、Ｗ為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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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使用功能 

 

    在喝熱飲之前，我們常常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打開高溫的瓶罐，因此

為了讓機構在喝飲品上有更多的便利性，我們打算參考瑞士刀能利用轉動收

納刀具的機構，在把手內部增加一個轉軸，使開瓶器及開罐器能方便收納，

用以解決燙手的飲品不方便開罐的缺點。 

 

二、機構設計 

  為了達到與飲品隔絕的效果，我們想要在飲品上加裝一個像馬克杯的把手。然而考

慮到整個機構的方便性，我們打算配合平行銷(8)將開罐器、開瓶器置於把手(1)下方並結

合指甲剪的收納原理，以轉軸(3)及承窩頭螺釘(7)連接把手(1)及把手架(2)。 

 

再考量到每個易開罐的大小和高度均不盡相同，因此決定將魔鬼氈以膠合的方式置

於把手前的連接座(4)，並設計一個連接架(5)及簡易的扣座(6)在杯底下方，防止易開罐因

地心引力而往前傾倒，設計之立系圖如圖五所示，零件圖如表一。 

 

                                        表一、零件表 

 

 

 

 

 

 

 

 

 

 

 

 

     圖五、立體系統分解圖   

        

三、零件製作 

  為了將零件製作出來，我們最初想要利用現有的傳統加工技術，但是礙於有些形狀

不易製作或是沒有合適的工具，再加上要考慮到重量的問題，我們最後決定使用 3D 列

印機，其所需要的設備及材料外觀如圖六所示。 

 

 

件號 名稱 數量 備註(mm) 

１ 把手 １  

２ 把手架 １  

３ 轉軸 １  

４ 連接座 １  

５ 支撐架Ａ １  

６ 支撐架Ｂ １  

７ 承窩頭螺栓 １ Ｍ５ｘ８ 

８ 平行銷 １ ∅５ｘ２１ 

９ 拉釘 １ ∅３ｘ５ 

１０ 快釋銷 １ ∅３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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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3D 列印機      （Ｂ）PLA 線材       （Ｃ）強力膠 

 

 

 

 

 

 

      （Ｄ）校正樣規          （Ｅ）刮削刀 

 

                           圖六、各項耗材及設備 

 

  由於要使用 3D 列印機前，需要做足充分的準備，其中需要繪製立體圖、程式

轉檔、設定參數及校正噴頭，此段即是在講解操作的注意事項及過程，詳細的說明

如下： 

 

（一）繪製立體圖 

 

    由於 3D 列印機的程式所需，我們必須將繪製好的 2D 的零件圖再以 3D 立體

圖的方式繪製出來，如圖七所示。 

 

 

 

 

 

 

 

 

 

 

             圖七、繪製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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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式轉檔 

    將立體圖繪製完成後，以另存新檔的方式把檔案的副檔

名存取成 stl，並開啟檔案將立體圖放置於應用程式中，其中

須注意將零件的最大斷面朝下，以免基層不夠穩定而列印失

敗，如圖八所示。 

                                       

                                                  圖八、轉檔         

（三）設定參數 

 

    確定擺放位置及方向後，接下來要調整列印過程的參數，包括切層方式、填充

密度、列印速度、支撐架及內部填充的方式等，參數的設定會大大的影響成品的性

質，例如將內部填充的方式以蜂窩填充和實心填充相比，前者的列印速度會比後者

快，但是成品的精度及強度卻會比後者差上許多。 

 

（四）校正噴頭 

 

    將參數設定完並利用記憶卡轉入 3D 列印

機後，接著利用校正樣規確定噴頭距離底座的

位置，若距離太遠，基層會黏不住底座，導致

接下來的列印都無法順利進行；若太近，噴頭

容易與底座摩損，並發出尖銳的吱吱聲，校正

過程如圖九所示。 

 

四、零件組裝 

 

    將所有零件以 3D 完成後，由於拆卸及列印過程中會生扶料用的支架，所以各個零

件都會有些許的毛邊，導致各個零件會難以配合，因此零件組裝的過程總共分為三大步

驟，分別是取下成品、精修尺寸和組合成品，本研究的詳細說明如下： 

 

（一）取下成品 

 

    當 3D 列印機完成工作並待噴頭回歸原點後，就可以把內部的底座拆卸下來，

並利用刮削刀將其刮下，其中須注意刮削零件時，扶持的手不可以放置於刮削方向，

以免發生危險。 

                  

 

 

    

圖九、校正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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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修尺寸 

 

    取下零件後，各個成品都一定會有毛邊及一些扶料用的架子，這些因素都會導

致零件配合上產生許多困難，因此再配合前必須結合傳統加工的方式進行尺寸精修，

例如配合孔中有太多的支架，就必須先用鑽頭清除大部分的廢料，再用鉸刀控制尺

寸至工作圖的公差範圍內。 

（三）組合成品 

    精修完各個零件後，即可以按照立系圖將所

有零件組裝起來，並檢查組裝的過程中是否有因

為設計不良而發生干涉，最後就可以將我們的多

功能把手進行測試，成品如圖十所示。 

 

 

五、實物測試 

 

零件組裝完成後，我們便針對最初設計的目的進行實物測試，測試的內容主要分三

個項目，分別是確定是否能使用於一般熱飲、收納機構的測試、開罐器及開瓶器能否使

用，其詳細流程如下： 

 

（一）一般熱飲 

    當我們獲得成品後，我們便調查易開罐的平均重量

約 350 公克，之後就將連接於件４上的魔鬼氈圍繞在加

熱過的易開罐上，並讓罐底成功扣合於件６上，最後確

定能夠將整個易開罐拿起，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把手測試 

（二）收納機構 

    當這個機構不使用時，可以把特定的零件拆開並使用設計過的收納槽，將所有

零件收納成一體，實驗結束後確定此成品所參考的指甲剪收納機構可以實行，操作

流程如表二。 

 

 

圖十、成品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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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收納機構之操作流程 

步驟 說明 圖示 

１ 

把件４上從件２上取出取出，

再把件５及件６迴轉收納至最

小體積。 

 

２ 

把件２向上旋轉，並讓件２作

為抗力點的部分朝上，使收納

的槽空出位置。 

 

３ 
把收納好的把件４、５、６放

置於件１的槽內。 

 

４ 
將魔鬼氈收好之後，把件 2 向

下迴轉，即可完成收納。 

 

    收納完成後，我們將計算收納前與收納後在平面上所占空間的比值，其空間比

＝111mm × 90mm：41mm × 90mm ≅ 2.7，因此證明此多功能把手的收納功能可

以將原本的體積所小 2.7 倍，如圖十二所示。 

 

 

 

 

 

 

 

 

               （ａ）111 × 90(mm)                    （ｂ）41 × 90(mm) 

                                  圖十二、空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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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罐器及開瓶器 

 

    為了增加此機構的功能，我們將開罐器及開瓶器置

於件１下方的槽內，但是市售的開罐器及開瓶器都是一

體成形，不方便加工，因此開罐器及開瓶器只能由 3D

列印機製作，可是強度卻不甚理想，因此在開瓶前就先

斷裂了，如圖十三。 

 

     

                              

                                                          圖十三、斷裂的開罐器 

参、結論 

 

一、討論與結果 

   

    由於此把手機構考量到加工的問題，因此大部分的零件都是用 3D 列印機製作而成，

但其缺點是強度及精度都沒有預期中的好，需要配合之前所學的傳統加工技術才能順利

組裝成品。機構組裝完成後，根據研究目的進行實物測試並得到以下結果。 

 

（一）能在不觸碰飲品的情況下拿起飲品 

    此把手機構可以順利使用於便利商店中重量約為 350 公克的易開罐，並能耐熱

一般便利商店加熱過的飲品，使用的方便性就有如使用馬克杯喝飲料一樣。 

 

（二）能縮小體積且攜帶方便 

    我們將把手結合指甲剪的收納機構，用來縮小體積以利方便攜帶，然而在收納

的過程中發現件７若用 3D 列印則會導致螺紋強度不足，因此特別使用傳統加工製

作而成，最後重新組裝便能順利達成收納的效果，而且空間比能到達 2.7 倍。 

 

（三）材料的強度不足 

    我們打算開罐器及開瓶器結合此把手機構，同時可以解決熱飲不方便拿起或是

打開的問題，可是礙於加工技術有限及 3D 列印的強度不足，因此未能順利的將開

瓶器和開罐器的功能完美的結合於此。 

 

二、 未來展望 

    很開心用 3D 列印製作出來的成品能夠達到隔絕熱飲的效果，未來希望能夠使用其

他的加工方式來完成此機構，改善 3D 列印諸多的不便及缺點，同時也能增加機構的美

觀。在零件配合時，使用 3D 列印的零件精度較不理想，若使用鑄造加工，尺寸想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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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精準，雖然整體機構重量會增加，但強度會有明顯的提升，甚至最後失敗的開罐器

及開瓶器也能順利使用，讓使用過程中會更加方便和安全。 

肆、引註資料 

一、陳響亮（譯）（1986）。古典熱力學基本原理。台北市：曉園出版社。 

二、林全信、胡恆達、張王冠（1985）。熱傳遞學。台北市：大中國圖書公司。 

三、柯雲龍、潘建安（2012）。機件原理Ⅱ。新北市：台科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