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IS 專題研究-主題式報告 

 1

MIRDC-102-C302   

 

微型產品組裝系統技

術發展動向 

 

作者：陳仲宜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二月 

 

march0324
文字方塊



微型產品組裝系統技術發展動向  

智權所有，翻印必究  2

 

目錄 

 

 摘要 	 …………………………………………………………………………  1 

 微組裝之定義與結構 ……………………………………………………  2 

 微觀組裝與巨觀組裝之差異…………………………………………… 4 

 關鍵技術課題………………………………………………………………  5 

 系統發展現況………………………………………………………………  7 

 未來展望……………………………………………………………………  10 

 

march0324
文字方塊



ITIS 專題研究-主題式報告 

 3

 

微型產品組裝系統技術發展動向 

 

金屬中心 MII 產業分析師  陳仲宜  

 

 

摘要：  

為了獲得功能日益精進的微型產品，微系統元件變得越來越複雜，製作

難度亦相對地增加。然而，由於工序過於複雜、工法不相容等原因，依賴傳

統的加工工法獲得複雜的整體三維元件非常困難。如果考慮把各零組件分別

加工，再利用微組裝技術進行組裝，則可以在相對較低的成本下獲得複雜的

三維微結構，從而以較低的成本實現更加強大的功能。因此，本文擬針對微

組裝技術及產品發展動向做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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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組裝之定義與結構  

所謂微組裝一般是指微米尺度 (Microscale，約為 1∼ 100μm)的零件及 /

或具有次毫米組裝精度 (Mesoscale，約為 100μm∼ lmm)零件之定位、定向及

組裝技術，過去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應用是鐘錶的組裝。近年來隨著光電、通

訊、半導體與生物科技等產品之微小化的趨勢，相關零組件亦趨精密細微，

因此對於零組件的檢查及組裝作業，要求的精度亦相對提高，如磁碟機讀寫

頭及傳真機用光學頭的組裝，以及光纖藕合對準作業等。這些作業所要求的

精度通常需達微米，甚至奈米之尺度，使得微組裝技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一套典型的微組裝系統應該包括以下幾個部分：  

1.顯微視覺伺服系統  

視覺系統包括 CCD 攝影機、放大鏡頭、圖形採集處理設備等，可以完

成對零件的識別、空間的定位，對組裝過程進行監控，透過視覺反饋對組裝

配過程進行引導。  

2.承載系統  

一般包括行程大、速度快的巨集動精密工作臺、定位精確、分辨率高的

微動工作臺及真空吸附台等。精密工作臺可以帶動夾持器在操作空間內移

動；微動工作臺可以進行零件位置的微小調整；真空吸附台可以對待組裝零

件進行裝夾、定位。  

3.微夾持作業系統  

一般由鉗式夾持器與真空吸附式夾持器組成，可以完成微小零件的拾

取、移動及組裝，是實現微組裝的關鍵部分，微夾持器的性能直接影響到組

裝的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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