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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設計檢討與修正建議 

本設計創作雖完成了正式的展出，但就設計及製作方面仍有許多的缺失，若

以工業設計的目的來看，距離量產實現階段還需要許多的修正及測試。以下將本

創作設計在實際製作產品原型時所發現的問題，於以檢討並提出修正。有很多問

題是最初紙上作業，或製作比例模型時無法發現的。 

 

4.1 C.S. Chair 

C.S. Chair 本身所遭遇最大的問題，在於底座強度不足，如圖 4.1 所示，在椅

子承受重量受，其受力會經鋼索轉移至底座，使底座彎曲變形，一方面底座無法

平貼於地面，另一方面會讓座椅高度降低太多，與原始設計不符，且減少實用價

值。 

 

 
圖 4. 1 受力彎曲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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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了避免扶手等部分在以滾壓彎曲時，產生波浪狀的折痕選用實心不

銹鋼條製作，使得座椅本體重量過重，在不坐人的情況下，就已經承受不小的重

量，相對減低了荷重的能力。 

而在吊索部分，原本預設型式如圖 4.2 所示，但因國內並無引進而不得不採用

其他方式吊掛。實際製作是採用則是以雷射切割製作小型基座，再焊接製座椅本

體上，並經由 U 形扣環及鋼索吊掛。雖然製作簡便，但相對較不美觀且粗糙。 

 

 
圖 4. 2 掛勾 

 
圖 4. 3 手工掛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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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pider 

在實際製作時才發現，不銹鋼經焊接冷卻後，會因收縮而產生變形。因此使

得本體的角度、尺寸等產生誤差。不但在組裝時發生困難，也連帶使鋼索張力不

均，而影響桌子的穩定度。而建議解決方式為，將原本的焊接結合處（圖 4.4），

改為以螺絲固定的方式接合（圖 4.5），不但增加產品的精確度，也減低了加工的

複雜程度。 

 
圖 4. 4 焊接部分 

 
圖 4. 5 螺絲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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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hair ＂M＂ 

單邊支架的支撐，支點處（圖 4.6）會有應力集中的情形產生，並承受極大的

側向力（剪力），故實際製作上，需使用較大尺寸的軸與軸承，以確保其實用性。 

 

 
圖 4. 6 支點 

 

在造型方面，利用連桿以達成椅背、椅墊及避震器的連動。但連桿的位置在

主架構內側，因此不論在靜止或運動時，皆無法清楚的被觀看到。這樣的設計若

能加以改變，將連桿與避震器同時外露，不論在動、靜的視覺效果上都有所提升

外，也更能符合機構及造型的機械美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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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總結 

人類的審美觀會隨著時代背景而改變，當初水晶宮出現在倫敦時，大家莫不

驚嘆佩服英國工業化成果。但 John Ruskin 卻對此極為反感，並強烈的反對機械化，

認為這是不具意義的造型。然而後來這樣不具意義，機能性的造型卻成為了一種

風格。 

隨著時代的進步，從龐大的蒸氣機到精細的微機電，我們對於機械的定義及

印象，也一點一滴的在改變。機械的形象一直在改變，但其代表進步及文明的象

徵卻不曾改變。人們嚮往成就、滿足以及對未來完美的憧憬，這就是機械美學所

帶來的意義與感動。 

由機械轉化而來的機械美學，形成一類特殊風格。然而機械美學也不一定要

直接的由機械轉化而來，機械美學亦可經由其他非機械物件中獲得靈感。同樣的，

其他形式風格的設計也是如此，也使得設計更加多元、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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