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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TRIZ方法中的四十個創新法則(40 Inventive Principles)是解決系統矛盾的最佳方法，當工程師確認系統的矛

盾特性，可由矛盾表(Contradiction Table)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有時候，工程師只知道要改善系統某一工

程特性，但不知道或無法預測系統可能惡化的矛盾特性，如此便無法使用矛盾表，找到對應的創新法則以解決

問題。本文將提出一種在不知道系統矛盾訊息時，而可以使用 TRIZ 的創新法則來解決工程問題的方法，並以

一些實例說明，證明其可行性及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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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工程師在解決工程問題時，經常會碰到系統矛盾

的問題，即改善系統的某一工程特性時，卻造成系統 

另一工程特性的惡化。TRIZ 方法是由蘇聯發明家

G.S.Altshuller，分析四十萬件以上的專利，歸納導出

矛盾表 (Contradiction Table)和四十個創新法則 (40 

Inventive Principles) [1-7]，可以有效地幫助工程師解

決工程系統矛盾的問題。但這種解決問題的模式，需

要先找出系統的矛盾特性，再對應到 Altshuller的工程

特性參數(39 Engineering Parameters)[8-9]，接著利用矛

盾表找出相關的創新法則來解決問題。通常矛盾的發

生是在對系統作某些工程特性改善時才會出現，或假

設對系統作某一工程特性的改善，而可以預知另一工

程特性會惡化時，方可使用矛盾表來解決問題。當工

程師只知道要改善系統某一工程特性，而無法預測矛

盾特性的發生時，將無法運用 TRIZ 矛盾表和四十個

創新法則來解決問題。以下吾人將提出一個在不知道

系統矛盾的情況下，可以使用 TRIZ 的四十個創新法



則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並舉出一些實例來驗證。 

 

二、改善"量測的準確度" 

    CCD雷射量測儀可快速準確地量測複雜的 3D曲 

面，但也有一些限制，例如當工件的顏色為紅色或黑

色， 紅色的雷射光投射在工件上，無法確實的反射光

束，導致 CCD 取像的困難及失誤。圖一、二所示為

量測紅色 Kitty 模型的結果。從圖中可發現有許多的

缺陷，吾人嘗試改善量測的品質，對應到 TRIZ 要改

善的工程特性為 "Accuracy of measurement"，但這只

是一個概念或意圖，吾人無法找到或預測系統的矛盾

特性，也就是說無法直接利用 TRIZ 矛盾表找到創新

法則來解決問題。 

    首先吾人嘗試找出可能改善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所對應的一些 TRIZ創新法則，試著從

其中找到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即考慮所有可能改善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的創新法則，並一一由

TRIZ矛盾表中整理出來，其中有一些創新法則出現的

頻率相當高，例如： 

    #32 "Change the color" (出現 21次) 

    #28 "Replacemen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出現 

        18次) 

    #6 "Universality" (出現 11次) 

    ……。 

    這些結果尤其是出現次數較高的法則，可能是很

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避免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惡化，也有可能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法

則，由 TRIZ矛盾表找到所有可能的對應法則有： 

    #28 "Replacemen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 (出現 

        17次) 

    #32 " Change the color " (出現 14次) 

    #26 "Copying '' (出現 11次) 

    ……。 

    這些結果尤其是出現次數較高的法則，也可能是

很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改善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是積極的解決

問題，而避免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的惡化是消

極的解決問題，不管是積極或消極解決問題，對問題

本身的工程特性的改善，都有正面的意義，結合兩者，

吾人得到以下的創新法則: 

     #28 "Replacemen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合計 

         35次) 

     #32 "Change the color " (合計 35次) 

     #26 "Copying " (合計 20次) 

     ……。 

    其中法則#32 "Change the color "，是解決問題很

好的方法，吾人將紅色工件漆成黃色，順利改善量測

的品質，結果如圖三、四所示。 

    吾人亦可預知法則 #28 "Replacemen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也是一種可行的方法，例如使用

接觸式的三次元量測儀來量測紅色工件。 

 

圖 1 紅色 Kitty量測結果(點圖) 

 

 
圖 2 紅色 Kitty量測結果(彩現)   

 



 
圖 3 黃色 Kitty量測結果(點圖) 

 

 
圖 4 黃色 Kitty量測結果(彩現) 

 

三、單一工程特性與創新法則 

    前面的例子提供了一個，可以改善系統單一工程

特性，而不論是否知道系統矛盾特性存在的方法。首

先吾人將 TRIZ 矛盾表中每一個"要改善的工程特性"

其所有對應的創新法則整理出來，某法則出現的次

數，可解讀為在改善系統"某一工程特性"時，可能對

應的其他"避免惡化的工程特性"的種類，某法則出現

的次數愈高，表示使用該法則來成功解決問題的機率

愈高。 

相對地吾人也可整理出，對應每一個"避免惡

化的工程特性"的創新法則，這些法則可解讀為，當改

善系統"某些工程特性"時，可避免系統"某一工程特性

"的惡化。某法則出現的次數愈高，表示使用該法則來

成功解決問題的機率愈高。最後，吾人將改善系統"

某一工程特性"的創新法則(積極解決問題)與避免"同

一工程特性"惡化的創新法則(消極解決問題)結合，統

計所有創新法則出現的次數並整理成表 1(見附錄)。其

中，表格內的數字代表 TRIZ創新法則的編號，縱軸(工

程特性)為 TRIZ 的工程參數(即吾人要改善或解決的

工程特性)，橫軸(等級)表示該工程特性對應的創新法

則出現的次數多寡，A(19 次以上)；B(16~18 次)；

C(13~15 次)；D(10~12 次)，E(7~9 次)；F(4~6 次)；

G(1~3次)，等級在愈前面表示該創新法則曾經被運用

的次數愈高，也就是說用該創新法則來解決目前的問

題成功的機會愈大。 

 

四、案例分析 

案例 1 

    本文的目的在於發展一個不知道系統矛盾的情況

下，也可以利用 TRIZ 的創新法則來改善系統的工程

特性或解決工程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吾人希望改善

或改變 TRIZ矛盾表的 "Convenience of use" 特性，由

表 1吾人找到出現頻率最高的前三項創新法則，分別

為： 

     #01 "Segmentation" 

     #13 "Inversion" 

     #02 "Extract" 

     這三項創新法則恰好與吾人製作表 1 所用的方

法一致。若吾人一開始便能使用"表 1"(當時還不存在)

來解決前述的問題，將可以大量減少當時用在試誤上

所花的時間和精神，並且能快速和準確地解決問題，

同時減少失敗的情況發生。 

 

案例 2 

    飲料鐵罐是現代人經常使用的生活用品，其使用

量非常的大，若吾人打算減少每一鐵罐的材料使用

量，以降低製造成本及環境的負擔，在文獻[9]中提到

要改善的系統的工程特性為"Length of nonmoving 

object" ， 而 避 免 惡 化 的 工 程 特 性 為 "Tension 

/Pressure"，從 TRIZ 矛盾表中找到的對應的創新法則

分別為: 

    #01 "Segmentation" (在鐵罐的斷面製作皺折以 



                      抵抗壓力) 

    #14 "Spheroidality" (將鐵罐頂端接合處作成曲 

                      線狀而非直線) 

    #35 "Transform the physical/chemical state" 

         (將材料改用強度更高的合金) 

    另一方面，若吾人只有減少每一鐵罐材料使用量

的概念，而不知道可能惡化的矛盾特性時，可由表 1

中 " Length of nonmoving object" 找到對應的前五項

創新法則，分別為： 

    #35 "Transform the physical/chemical state" 

    #28 "Replacement of a mechanical system " 

    #14 "Spheroidality" 

    #26 "Copying " 

    #01 "Segmentation" 

    其中法則#35、#14及#01與上述法則一致，由此

可知在不知道系統矛盾的情況下，仍然可以利用表一

找到適用的 TRIZ創新法則。另外，利用法則#28及#26

也可能找到很好的解決方法。 

 

案例 3 

    早期警示燈的改良，為了增強警示作用，要改善

的系統的工程特性為"Brightness"，吾人利用表一找到

對應的前三項創新法則，分別為： 

    #19 "Periodic action" (將警示燈改為周週期性閃 

                       光的方式) 

    #32" Change the color" (將警示燈顏色改為紅色 

                        或黃色) 

    #01 "Segmentation" (在廣告招牌框的周邊加入小 

                      燈泡，以增加警示作用) 

 

案例 4 

    在 "Smart Car" [10、11]文中提到，要改善的系統

矛盾為"較短小的汽車具有方便的尺寸，但無法吸收撞

擊的能量"，也就是希望設計短小的汽車，可以方便的

在城市使用，例如停車較方便或佔用的道路面積較

小，另一方面又擔心發生車禍時，小車無法承受撞擊

的能量，尤其是引擎可能對乘客所造成的傷害。 

    在本例中吾人要改善的是車子佔用道路的面積，

特別是引擎及引擎室所佔用的面積，也就是說要改善

的特性為 "Area of moving object" (當發生撞擊時引擎

及引擎室應視為可動物體)。利用表一吾人找到對應的

前兩項創新法則，分別為： 

    #15 "Dynamicity" 

    #17 "Shift to a new dimension" 

    這兩項法則符合文獻[11]中所提出的最佳解決方

法。 

 

五、結論 

1. 表 1是從解決"量測的準確度"開始，經過許多次的

試誤後，一步一步建構出來。由實例 1的說明，吾

人可以利用"單一工程特性對應的創新法則"方法，

很快及準確地建構表 1。 

2. 從本文所提到的一些實例驗證，吾人確認"單一工

程特性對應的創新法則"方法是可行的，在不知道

系統矛盾情況下，要改善系統的某種特性，具有其

方便性及實用性。 

3. 表 1 列出全部"單一工程特性"對應的所有可用的

TRIZ 創新法則，在使用表 1 來解決問題的時候，

應盡量使用排列在最前面的法則，以增加快速成功

解決問題的機會。 

4. 本文乃是利用 TRIZ方法來解決 TRIZ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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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1  單一工程特性對應的創新法則 
      等級 

工程特性 
A 

(19次以上)
B 

(16~18次) 
C 

(13~15次)
D 

(10~12次) 
E 

(7~9次) 
F 

(4~6次) 
G 

(1~3次) 

1 Weight of 
moving object  35  28 26.18.02.08.10.

15.40.29.31 
27.34.01.36.19.
06.37.38 

03.32.22.24.39.05.13.
11 

12.21.20.17.04.30.16.14.
25.23 

2 Weight of 
non-moving object 35 28.10.19.01

.26 26 27.13.02.18 06.15.22.29 39.32.09.14.40.05.08.
03 

17.25.30.20.16.11.36.37.
24 

3 Length of 
moving object 01.29 15 35.04.17 10.28.08.14 19.24.13.26 16.02.34.09.07 37.39.18.32.36.05.12.22.

25.23.40.06.38 

4 Length of 
non-moving object   35 28.14.26.01.10 07.15 03.02.29.18.30.24.32.

16 

17.40.08.13.27.09.37.38.
39.06.25.23.19.31.12.11.
05 

5 Area of 
moving object  15 17.26.13.02 10.29.30.04 01.14.19.32.34.

28.03 18.39.16.35 07.05.25.36.33.22.40.11.
06.31.38.23.24.09.12 

6 Area of 
non-moving object   18.35 39.30.17.04.36 39.30.17.04.36 32.15.07.01.38 28.26.37.22.09.29.03.14.

13.27.25.23.19.31.06 

7 Volume of 
moving object  35 02.10.29 01.15.34.04.06.

07 13.40 16.28.14.39.17.18.26.
22.30.25.37.36 

24.38.11.12.32.19.09.23.
27.20.21.05.03 

8 Volume of 
non-moving object 35  02  18.14.34 10.04.39.19.31.37.30.

06.01.16 

25.17.07.24.15.26.27.03.
09.32.38.40.08.28.22. 
36.05 

9 Speed 28.35 13 34 10.38.15 08.02.18.19 32.03.29.14.04.26.01.
30 

16.21.36.24.27.06.11.12.
05.33.23.25.09.20.22.07.
40 

10 Force 35.10.36 37.18 28.19 15.01.02 03.21.13.40 14.26.16.17.08 
12.11.34.29.09.24.20.05.
23.27.30.32.38.39.04.06.
25 

11 Tension/pressure 35.10 36.37  02.14 19.03.18.40.01 06.15.13.24.27.25 33.04.16.32.22.28.21.29.
39.11.09.23.38.12.08.34

12 Shape 01 10.14.15.35 29.34 32.13.40.04 02.28.22 30.05.26.18.07.17.03 16.06.08.25.37.27.39.19.
36.09.12.11 

13 Stability of object 35 39.02 01 40.13.18.32.30 27.15.03.22.28 19.10.14.17.11.04.23.
34.33 

24.21.26.37.31.16.06.29.
08.05.09.38 

14 Strength 03.35.10.28 40.15 14.27  26.09.18.02.32.
01.29 08.11.13.17.19.30. 34.22.06.07.37.31.25.16.

05 

15 Durability of 
moving object 35.19 03.10 27 28 02.06.18 13.04.29.15.25.39.01.

22.40 
31.09.33.14.16.26.11.38.
34.20.17.30.21.12.08.32

16 Durability of  
non-moving object   16 35.10 01.40 38.27.06.34.19.18.03.

02.20 
25.24.39.23.22.28.31.17.
33.36.26.21.30 

17 Temperature 35.19 02  03.10.39.18.22 21.32.27.17.16.
28.36.26.38 24.30.04.14.15.06.40 31.13.09. 

34.33.25.01.29.20.07 



      等級 
工程特性 

A 
(19次以上)

B 
(16~18次) 

C 
(13~15次)

D 
(10~12次) 

E 
(7~9次) 

F 
(4~6次) 

G 
(1~3次) 

18 Brightness 19.32.01 13  15.35.02.26 06 17.16.03.10.24 28.27.11.25.30.39.21.08.
04.22 

19 Energy spent by 
moving object 35.19   18.28.02.06 15.24.01.13.27.

32 
16.12.38.17.29.14.34.
10.03 

21.25.26.37.05.08.31.11.
23.22.09.30 

20 Energy spent by 
non-moving object     01.35.19 18.27.04.37.36.31.22 10.16.28.02.23.29.03.32.

06.09.15.12.25 

21 Power 35.19.10.02   32.06.38.18 34.31.26.28.17 27.16.20.01.15.22.30.
37.14 

12.25.36.08.29.03.13.04.
24.21.11.40 

22 Waste of energy 35 02 19.07 15.10 18.06.38.32. 13.28.22.14.17.01.21.
26.23.25.30 

16.27.39.03.29.11.36.05.
12.37.24.31.20.09.34 

23 Waste of substance 10.35.28 18 31.24 02.27.39.03 34.40.29.05.13 38.01.36.06.30.14.15.
33.23.16 

22.32.37.21.25.08.19.12.
04 

24 Loss of information 10   35 24.26.22 28.32.19.30.01 02.27.33.13.15.16.23.21.
29.18.04.06.05 

25 Waste of time 10.35.28.18  04.32 34.20.26 29.24.05 01.30.16.37.17.06.15.
36.19.02 

14.22.03.38.39.21.27.25.
09.07 

26 Amount of 
substance 35.03.29 18 10  14.27.40.31.28.

15.02 
13.06.24.25.34.30.01.
39.16.19.32.36 

33.26.17.38.04.07.23.22.
21.20.12.08 

27 Reliability 35.10.11 40 28.27.03 01 13.24.08.02.32.
29 19.21.04.14.16.23 17.39.26.15.36.06.34.31.

09.30.38.25.05.18 

28 Accuracy of 
measurement 32.28.26  03.10 24.06.34.01.13 35.02. 16.25.27.11.23 05.33.18.15.31.19.04.12.

39.17.22.36 

29 Accuracy of 
manufacture 32 28.10 18 02.26.35 03 01.25.29.30.36.24.27.

23.40 
34.37.17.04.11.13.16.19.
31.33.39.09.38 

30 Harmful factors 
acting on object 22.35.02 01 33.28 18.19.24.27.40 39.10.37 31.29.21.13.34.17.15.

26 
23.30.06.03.32.11.25.16.
36.04 

31 Harmful side 
effects 35.22.02.39  01.18 40 21.24.17.19 15.03.10.27.33.34.04.

26 
31.16.06.28.29.30.32.23.
13.36 

32 Manufacturability 01.35 28 27.13 26 24.15.16.29. 02.11.10.04.32.18.34.
12.17.19.40 

08.05.36.09.03.33.37.06.
23.25.30.31 

33 Convenience of use 01. 13 02.28.35.32 12.15.34.25 16.26.17.27 04.03.10.24.40.19.39.
29 

22.30.05.18.23.06.08.09.
31.07.11 

34 Repairability 01.10.02 11. 35.13 32.15.16.27 25.28. 34.04 09.03.12.07.26.19.17.29.
18.31 

35 Adaptability 35.15.01  29 16.02.13  19.28.10.37.08.34.03.
30.27.06.17. 

32.31.14.04.18.07.26.11.
20.22.24.05.25 

36 Complexity of 
device 01 26.28.10.13 35 02.29.19.24 34.27.15.17 06.36.37.30.18.22 12.04.32.40.14.20.03.31.

39.25.23.09.11.07 

37 Complexity of 
control 35 28 27.26 02.19.29.15.16.

01.03 
18.24.13.32.39.
10 

25.40.22.37.36.34.06.
17 

11.21.30.04.05.38.31.33.
23.12.08.09 

38 Level of 
automation 35.  02.28.26 01.13.10.34 18.24 23.27.32.15.17.08.12.

16.19. 
03.33.14.30.05.25.06.11.
04.21.09.07 

39 Productivity 35.10.28  01  18.02.37.26.34.
14.15.38.29.17

24.03.32.13.12.23.22.
39.06.19 

16.20.27.30.04.40.05.25.
21.3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