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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自民國 42 年政府推動第一期國家四年經建計畫開始，我國工業發展由輸入國外產品

進入模仿國外產品，隨後加強零組件的製造，再由模仿至改良產品，以致創造台灣的經濟

奇蹟。但在自行設計階段中，卻遭遇瓶頸，進步減緩且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如何協助產

業界培育研發人才，提昇國內企業自行開發與設計新產品的能力，已成為我國能否再創經

濟奇蹟的關鍵。因此，朝向技術密集工業、高科技工業與高級服務業的方向發展，並積極

提昇技術層次、鼓勵研發與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乃成為我國提昇競爭力的主要對策。

技職教育所培育出的人才，向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中堅人力，為因應當前經建轉型的人才需

求，技職教育需依據需求，全面調整職校設科並採職業群集觀念，重新規劃課程，加強學

生基礎能力與應用技能。專科學校應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並著重專門技術的發展，

輔導辦學績優的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增設科技大學，建構完整的技職教育體系，並擴

增技職體系的進修管道，鼓勵在職人士進修，培育更多高科技管理人才。

為使我國經濟能持續成長，技職學校教育應培養學生具創意思考及動手實作的能力，

配合產業需求脈動，增強產業設計、研發與製造新產品的能力，以突破製造工業的瓶頸。

因此，如何培養學生創意思考與實作能力，為目前極需推動的工作。教育部亦將加強學生

創造能力列為重要的工作項目，用競賽方式鼓勵創思，對具獨特且富有創思的設計，給予

適當的獎勵，以收立竿見影之效。因此，自民國 86 年教育部開始推動此活動時，經慎重

評估後，認為專科學生兼具學理基礎與實際製作能力，將成為工業界之基礎幹部，故決定

以專科學生作為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之參與對象，再擴展至高職、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和

一般大學等層級。此活動理念獲得財團法人 TDK 文教基金會及中華電視公司之大力支持，

故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於焉誕生。此競賽為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舉辦具創意又具趣味性的

活動。在前台灣東電化公司高杉董事長春正、TDK 文教基金會戴顧問錫勇及前教育部政次

吳清基等人士的全力推動下，從民國 86 年至 95 年已完成第 1 屆至第 10 屆的創思設計與

製作競賽，配合華視錄影轉播工作，本活動之成效甚佳。第 3 屆起已將參與對象擴大至技

術學院、科技大學及大學附設二技部學生。90 年度之第 5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更擴大參賽對象至全國大專院校，自 91 年度第 6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大學組之參賽隊伍數目首度超越五專組之參賽隊伍，且非技職體系之一般大學參賽

隊伍數目亦持續增加中，可見教導學生進行實作設計與手腦並用之正確發展方向，受到全

國各界的肯定。第 7 屆、第 8 屆及第 9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大學組之參賽

隊伍仍然比專科組之參賽隊伍多，但是兩組參賽隊伍數目卻不見增加，原因可能是國內各

式各樣的創思設計相關比賽逐漸增加，分散一些有意從事設計比賽活動之隊伍轉為報名其

他競賽。爲因應專科組參賽隊伍數日益縮減，特於第 10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

競賽，將大學組與專科組合併成為「遙控組」，並開放研究所的同學參與「自動組」，此一

變革希望能提升國內創思設計競賽活動的水準與風氣。依會議決議 96 年度之 TDK 盃第 11

屆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由正修科技大學負責承辦，為使第 11 屆之競賽能順利完成，特擬訂

本計畫據以實施。



2

貳、目的與主題

本競賽主要目的在培養青年對創思設計及實作興趣，進而提昇青年對創思設計及製造

能力，加強社會及學校對創思設計及實作之重視。本屆創思設計比賽的主題力求突破傳

統、增加比賽隊伍間的互動，因此將競賽主題定名為「海洋城市 印象高雄」。本競賽主要

目的在培養青年對創思設計及實作興趣，進而提昇青年對創思設計及製造能力，加強社會

及學校對創思設計及實作之重視。

參、活動內容

為達到本次競賽所揭示之目的及承襲前 10 屆之經驗與成果，本年度主要活動共有 6 項：

一、報名。

二、創思研習營。

三、文件資料整理與傳承。

（一）製作報告書。

（二）工作日誌。

（三）機器人論文。

（四）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四、訪視參賽隊伍。

五、初賽：各組選出 8 隊晉級決賽及創意獎得主，初賽時不計 TDK 獎之評比。

六、決賽：由初賽獲得晉級的 8 支隊伍再依競賽規則，評選出競賽獎及 TDK 獎。

肆、活動場地

一、創思研習營：分北區及南區兩梯次進行。

北區：96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

南區：96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 。

活動地點：北區(台灣科技大學)及南區(正修科技大學) 。

二、初賽：（遙控組）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

（自動組）9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三、決賽：9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舉行決賽。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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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組織與任務編組

本屆比賽之組織與任務編組，分為一般事務編組及競賽事務編組，組織分述如下：

一、一般事務編組

(一)一般事務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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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與工作職掌

A.指導委員會

1.主任委員：張司長國保（教育部技職司司長）

2.副主任委員：

(1)梁董事長少康（台灣東電化公司董事長）

(2)龔校長瑞璋（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3.指導委員：由教育部遴聘之產官學界專家所組成，本屆之委員如下：

(1)李委員宥村（TDK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黃委員文宣（TDK 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3)松尾委員 直（台灣東電化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4)顏委員鴻森（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5)郭委員允文（國科會科教處研究員）

(6)歐委員嘉瑞（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7)宋委員震國（國立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

(8)賴委員光哲（大同大學機械系教授）

(9)孟委員繼洛（台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教授）

(10)黎委員文龍（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11)唐委員永新（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12)林委員其禹（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13)劉委員孟奇（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

(14)陳委員以亨（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15)盧委員燈茂（南台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16)張委員所鋐（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17)王委員台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教處科長）

(18)謝委員澄漢（東南技術學院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19)張委員志宏（傳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王委員駿發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館長)
(21)林委員聰明（雲林科技大學校長）

(22)周委員榮泉（雲林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23)陳委員振燧（雲林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24)任委員志強（雲林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兼副教務長）

(25)曾委員世昌（雲林科技大學機械系系主任）

(26)何委員清釧（正修科技大學副校長）

(27)游委員步平（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28)龔委員皇光（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兼系主任）

(29)王委員進猷（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30)許委員昭良（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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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執行委員會

1.主任委員：龔校長瑞璋（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2.副主任委員：

(1)吳副校長正義

(2)何副校長清釧

(3)李主任秘書偉山

3.執行長：游研發長步平（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4.執行秘書：龔主任皇光（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系主任）

5.執行委員：

(1)顏委員鴻森（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2)賴委員光哲（大同大學機械系教授）

(3)吳委員東權（工研院機械所所長）

(4)黎委員文龍（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5)宋委員震國（國立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

(6)張委員所鋐（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7)劉委員霆（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8)林委員其禹（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9)許委員正和（國立中山大學機械系教授）

(10)周委員榮泉（雲林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11)蔡委員穎堅（正修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12)郭委員柏立（正修科技大學教務長）

(13)莊委員文典（正修科技大學學務長）

(14)龔委員清景（正修科技大學總務長）

(15)吳委員連堂（正修科技大學秘書處秘書）

(16)謝委員隆斌（正修科技大學計算機中心主任）

(17)李委員俊雄（正修科技大學軍訓室總教官）

(18)李委員玉琴（正修科技大學會計室主任）

(19)吳委員守哲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20)鄭委員舜仁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
(21)陳委員文祥（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

(22)李委員榮裕（正修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組組長）

(23)蔡委員崇濱（正修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系主任）

(24)黃委員柏文（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25)王委員進猷（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26)許委員昭良（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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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 掌 負責人員

顧 問 小 組

1.競賽活動之技術性問題協助
2.其它有關競賽活動進行之諮詢
3.參賽隊伍進度訪視

顏鴻森教授
賴光哲教授
吳東權教授
黎文龍教授
宋震國教授
劉霆教授
張所鋐教授
周榮泉教授
林其禹教授
許正和教授

命題及場地規劃組

1.競賽題目擬定、競賽活動之疑問解答
2.其它有關競賽題目之各項技術性問題
3.協助動畫製作
4.暑假期間訪視各隊
5.協助競賽場地製作與驗收
6.草擬裁判及評審名單
7.研擬裁判及評審手冊

自動組：
王進猷教授
(機械系)

遙控組：
許昭良教授
(機械系)

文 宣 及 設 計 組
1 本屆競賽主題標誌、動畫之設計等
2.文宣規劃與設計
3.競賽場地情境佈置規劃、設計與製作

吳守哲教授
（藝術中心主任）

黃柏文教授

視 訊 及 網 路 組

1.協助網站架設。
2.配合活動之進行，協助各項電子文宣訊息之發
佈(例如競賽動畫之播放、以網路宣傳或電子郵件
方式發佈各項活動訊息。)
3.透過校內視訊系統，公告活動訊息。
4.照相、錄影、影片剪輯。

謝隆斌
(計算機中心主任)

蕭惟隆教授(機械系)

行 政 組

1.經常性工作:相關新聞稿發放、會議籌辦及執行
2.籌辦創意研習營
3.競賽籌備工作之協調、聯繫及統整
4.初、決賽工作之協調、聯繫及統整
5.其它相關行政事宜

游步平研發長
(研發處)

龔皇光教授(機械系)

溫教授茂育(機械系)

林金蓉小姐
(機械系專案助理)

宣 傳 及 活 動 組
1.向全國技職院校宣導參與競賽
2.協助創思研習營之辦理
3.各項宣傳工作之規劃與執行
4.負責接洽電視公司錄影轉播相關事宜

黃柏文教授(機械系)

林金蓉小姐
(機械系專案助理)

財 務 會 計 組

1.預算支用與記帳

2.費用發放

3.與贊助單位核對費用

李主任玉琴
(會計室主任)

林金蓉小姐
(機械系專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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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賽事務編組

(一)競賽事務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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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員與工作職掌

1.主任委員：龔校長瑞璋（正修科技大學校長）

2.副主任委員：吳副校長正義、何副校長清釧、李主任秘書偉山

3.執行長：游研發長步平（正修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4.執行秘書：龔主任皇光（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系主任）

5.執行委員：

(1)顏委員鴻森（成功大學機械系教授）

(2)賴委員光哲（大同大學機械系教授）

(3)吳委員東權（工研院機械所所長）

(4)黎委員文龍（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5)宋委員震國（國立清華大學機械系教授）

(6)張委員所鋐（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7)劉委員霆（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8)林委員其禹（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9)許委員正和（國立中山大學機械系教授）

(10)周委員榮泉（雲林科技大學主任秘書）

(11)蔡委員穎堅（正修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12)郭委員柏立（正修科技大學教務長）

(13)莊委員文典（正修科技大學學務長）

(14)龔委員清景（正修科技大學總務長）

(15)吳委員連堂（正修科技大學秘書處秘書）

(16)謝委員隆斌（正修科技大學計算機中心主任）

(17)李委員俊雄（正修科技大學軍訓室總教官）

(18)李委員玉琴（正修科技大學會計室主任）

(19)吳委員守哲 (正修科技大學藝術中心主任)
(20)鄭委員舜仁 (正修科技大學國際事務處處長)
(21)陳委員文祥（正修科技大學工學院院長）

(22)李委員榮裕（正修科技大學校務發展組組長）

(23)蔡委員崇濱（正修科技大學運動休閒系系主任）

(24)黃委員柏文（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25)王委員進猷（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26)許委員昭良（正修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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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職 掌 負責人員
總指揮組 綜理一切事務之協調 龔校長瑞璋

吳副校長正義
何副校長清釧
李主任秘書偉山
游研發長步平
莊學務長文典
龔總務長清景
李主任玉琴
陳院長文祥
李總教官俊雄
龔主任皇光

規則諮詢
小 組

1.競賽規則諮詢
2.競賽活動之技術性問題協助
3.競賽爭議之諮詢
4.通信爭議裁定諮詢
5.其它有關競賽活動進行之諮詢

何副校長清釧
蔡講座教授穎堅
游研發長步平
龔主任皇光(機械系)

林忠民教授(機械系)

王進猷教授(機械系)

許昭良教授(機械系)

陳鴻雄教授(機械系)

施松村教授(電子系)
陳正義教授(電機系)

體育室

裁判小組

1.裁判長及裁判:負責競賽之勝負判定、違規判
定及異議仲裁

2.其他成員:協助裁判招待及聯繫事宜、道具器材
的準備、裁判會議之召開、競賽之進行(計時、
計分及得分通知)

賴光哲教授及他校相關
領域之教授

競賽組

評審小組
1.創意評審：負責機電創意造型創意之評核
2. TDK 獎評審：負責團隊精神表現之評核

顏鴻森教授及相關領域
之專家

場 地
管理組 召集人 競賽期間場地管理組之全盤掌控

郭教務長柏立
蔡主任崇濱(運休系主任)

1.競賽場地(體育館)軟、硬體設備及空間運用之

規劃與管理

2.器材、相關設備之控管及維持

3.賽前機器人寄放體育館之規劃與管理

4.比賽期間場地之清潔、維護及道具更換

蔡主任崇濱(運休系主任)

劉文賓教授(機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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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繕支援
小組

1.體育館內水電支援及緊急處置
2.臨時電話之牽線與配置
3.空調系統及電梯之正常運作
4.緊急發電機架設
5.協助場地佈置

林阿德教授(機械系)

楊展佳教授(機械系)

事務支援
小 組

1.展示板、桌椅及看台之就位
2.競賽期間茶水的供應
3.比賽前後場地之清潔維護
4.餐盒發放
5.競賽期間觀賽貴賓之接送
6.貴賓席之架設
7.貴賓休息室、工作人員休息室之規劃整理
8.競賽庶務器材之運送
9.行車規劃
10 景觀及路燈宣傳布條之佈置
11.協助會場佈置

吳思明教授(機械系)

陳志冠教授(機械系)

支 援 組

交通管制
小 組

1 競賽期間來賓(包含貴賓、參賽隊伍、裁判與
評審及一般民眾)車輛管制、停車導引

2.競賽場地位置導引
3.貴賓蒞臨通報

劉傳仁教授(機械系)

召 集 人 競賽期間秩序及活動組之全盤掌控 莊學務長文典
柯組長麗蓉
(學務處生輔組組長)

李總教官俊雄(軍訓室)

唐組長國峰
(學務處衛保組組長)

典禮小組
1.大會典禮之規劃、籌備及流程之掌控
2.各項獎盃及優勝旗之保管與置放
3.協助頒獎之進行

溫茂育教授(機械系)

李政男教授(機械系)

會場秩序
及服務小

組

1.競賽會場秩序維持(包含不得使無關人員接近
比賽場地；人員管制、進場人數的控制)

2.通報及支競賽臨時緊急事故
3.表演團體及會場內各處之秩序維護
4.引導長官貴賓、裁判評審及選手至各自的休

息位置

蔡居萬教授(機械系)

劉文賓教授(機械系)

醫療服務
小 組

1.競賽期間醫療站及服務台之設置
2.競賽期間緊急傷病處理

唐組長國峰
(學務處衛保組組長)

秩 序
及

活 動 組

宣傳及
活動小組

1.社團表演節目之掌控
2.與電視公司協調錄影轉播相關事宜

王組長建智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長)

召集人 競賽期間新聞組之全盤掌控 許秘書順政
新聞組 1.記者會之舉辦

2.新聞稿發放
孫允平教授(機械系)

轉播組 1.舞台佈置及各項錄影設備之安裝 王組長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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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節目之安排
3.錄影轉播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長)

熊仁洲教授(機械系)

黃秋虎教授(機械系)

中天電視公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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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預定工作日程表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主要工作項目 期間(年/月/日) 負責組別

1.組成競賽題目小組 95/11/15 行政組

2.研擬競賽主題與規則 95/11/15 競賽題目小組

1.組成技術顧問小組 95/12 行政組

2.召開競賽主題與規則審查會議 95/12 競賽題目小組

1.組成指導委員會 95/12/28 教育部

2.第一次指導委員會 95/12/28 行政組

1.公佈本年度競賽題目 96/1/1 行政組

2.向各大專院校進行宣導 96/1/1 宣傳及活動組

1.報名截止 96/3/5 行政組

2.入選通知 96/3/12

3.籌辦創思研習營 96/3

4.北區~台灣科技大學創思研習營 96/3/18 (已延期至96/4/1舉行)

5.南區~正修科技大學創思研習營 96/3/25

製作進度訪視之規劃與進行 96/8/11~96/8/15 行政組

參賽隊伍確認：

1.參賽隊伍繳交製作報告書、完整工作日誌及機器
人特色簡介

2.參賽隊伍正確名單之確認

3.參賽隊伍材料補助費領據回收

96/9/04 行政組

各隊伍場地練習 96/9/26-28 行政組

指導老師會議 96/10/1 行政組

第二次指導委員會 96/10/12 行政組

教育部記者招待會 96/10/12 行政組

遙控組初賽（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96/10/19 執行委員會

自動組初賽（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96/10/20 執行委員會

決賽（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96/10/21 執行委員會

機器人論文、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繳交 96/11/16 行政組

至日本觀摩 96/11 TDK 文教基金會

第三次指導委員會 96/12/27 行政組

結案報告製作 96/12/27 行政組

經費結算 96/12/31 行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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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競賽準備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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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費與初審

資料送審(製作報告

書、工作日誌及機器

人特色介紹)

★ ★ ★ ★

材料費申領繳交材料

費收據
★

通知初賽車資及住宿 ★ ★

2、競賽獎品

獎狀 ★ ★ ★

獎盃 ★ ★ ★ ★

金質獎章／獎品 ★ ★ ★ ★

3、海報、邀請函、門票

數量評估 ★

印製 ★

Mail list ★

寄送 ★

4、T-shirt

設計、形式、數量 ★ ★ ★

製作 ★ ★

5、記者會

新聞稿 ★

電視台及記者邀請 ★

6、舞台

燈光、音響 ★ ★

看景 ★ ★

節目表 ★ ★ ★

7、初賽 ★ ★

8、決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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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TDK 盃第 11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競賽辦法

「TDK 盃第 11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辦法較往屆有多處變革，變革之處

以◎標示出，請多加留意。

一、目的：培養學生創思興趣，激發創造潛能，強化設計及製作能力，進而培育創思設計

人才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方式：以創思設計及製作實物參與競賽而達成激發創思之目的。

三、對象：

(一)遙控組：全國大專院校五專部、二專部、四技部、二技部及大學部在學學生(不包

括 96 年暑假之畢業生)，在教師指導下，由學校推薦組隊參加競賽，每隊

學生 2～3 人，指導教師 1 人。

(二)自動組：全國大專院校五專部、二專部、四技部、二技部、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

生(不包括 96 年暑假之畢業生)，在教師指導下，由學校推薦組隊參加競

賽，每隊學生 2～4 人，指導教師 1 人。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三)贊助單位：財團法人 TDK 文教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中天電視公司

五、競賽主題：海洋城市 印象高雄

六、參賽作品：須能在競賽現場實地操作表演，作品除標準零件外，須由參賽者親自設計

製作。

七、報名：

(一)報名日期：9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至 96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

◎(二)報名方式：

參賽隊伍先至競賽網站(http://robot11.csu.edu.tw)下載「參賽隊伍基本資料表」

Excel 電子檔，並列印下「參賽報名表」；先填妥 Excel 檔內之各參賽人員的相關

資料及將指導老師與參賽同學照片，依大會統一規定格式以 ZIP(或 RAR)壓縮後，

以電子郵件將 Excel 電子檔及照片檔寄至 robot11@csu.edu.tw，並將「參賽報名表」

經學校推薦並蓋章後，於報名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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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絡人：林金蓉小姐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TEL：07-7354040；07-7310606*3322
FAX：07-7337100

E-mail: robot11@csu.edu.tw
(四)各校報名時，請註明各隊伍之優先推薦順序。

八、競賽程序：

(一)參賽隊伍名單更正：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請欲更正隊伍名單之指導老師傳

真新名單之個人資料表，並由指導老師簽名以證明之。

(二)繳交製作報告書：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內容包括成品設計及製作之書面報

告、機器人完整結構圖、照片、錄影帶或 VCD 等。

(三)繳交工作日誌：

1.為瞭解各隊是否確實進行機器人製作，在製作進度訪視時請先提供截至訪視當

天前之工作日誌給訪視委員檢閱（不需繳交，訪視日期將另行通知）。

2.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繳交完整之工作日誌。

3.工作日誌之內容包括每天製作過程之記錄。（至 96 年 8 月 31 日止之記錄）。

4.工作日誌格式請依照大會所提供格式製作(格式將於網站公告，如需電子檔可上

網下載)。

(四)繳交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

1.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繳交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

2.請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製作長度為 3 頁至 6 頁之機器人

設計及創意介紹 PDF 檔並列印書面資料後郵寄。

3.工作日誌、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將作為創意評審評分內容之一。

(五)確定通過審核之參賽隊伍名單

大會將根據訪視時看到各隊機器人之實際進度及 96 年 9 月 4 日前各位所繳

交資料（製作報告書、工作日誌）評定各隊實際製作進度分數，如果評分低於 60
分者則將取消該隊伍之參賽資格。參賽隊伍正式名單將於 96 年 9 月 21 日（星期

五）前以公文、FAX 或 E-mail 通知。

(六)初賽：

1.時間：（遙控組）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自動組）9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2.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3.各組於初賽時以分組雙敗淘汰賽方式各取八隊參加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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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決賽：

9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於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八)繳交資料庫網站建構所需相關文件

1.機器人論文：

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

製作長度為 4 頁至 8 頁介紹機器人之機器人論文 PDF 檔案，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2.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
製作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word 檔中英文版，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

五）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九、裁判及評審人員：由大會聘請學術界、產業界及學者專家擔任之。

十、獎勵：

(一)凡完成出場比賽動作之隊伍且按時繳交資料庫網站建構所需相關文件(機器人論

文與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者，大會將補助每隊製作材料費兩萬元，但未按時繳

交或繳交資料內容不完整及機器人功能缺乏完整性者，大會將依情況給予半額補

助一萬元或不予補助。

(二)參加初賽及決賽人員之差旅費由贊助單位酌予補助。

(三)創意獎乙名：獎勵創意分數最高之隊伍，頒給獎盃乙座、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獎

狀各乙紙、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金質獎章各乙枚及優勝旗乙面（至次年競賽頒獎

時移交當年創意獎得獎隊伍）。

(四)創意獎佳作三名：獎勵創意分數高之隊伍，頒給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

(五)競賽獎四名：競賽優勝前四名分別頒給獎盃乙座，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

紙；第一名另再頒給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金質獎章各乙枚、優勝旗乙面（至次年

競賽頒獎時移交當年第一名）。

(六)TDK 獎乙名：獎勵於競賽全程活動中，團隊競賽精神及啦啦隊氣勢營造最佳，奮

戰精神最好之一隊，頒給獎盃乙座，參賽同學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

(七)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乙名：獎勵於製作機器人之過程中，最充分執行按時填寫製

作報告書、工作日誌及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且內容最完整充實之隊伍，頒給參

賽同學及指導老師獎狀各乙紙。

(八)參加獎：凡出席參加競賽未獲前述獎項之隊伍，其指導老師、同學各頒給參加獎

獎狀乙紙。

(九)晉級決賽證明：凡晉級決賽且出席參加決賽之隊伍，其指導老師、同學各頒給晉

級決賽證明乙紙。

◎(十)遙控組之創意獎及競賽獎第一名、第二名與自動組之創意獎及競賽獎第一名、第

二名得獎隊伍同學和指導老師，由 TDK 文教基金會安排招待至日本參觀相關競賽

或至學校及有關機構參訪(創意獎與競賽獎第一名或第二名重複時，則所餘名額由

競賽獎第三名補足)。TDK 文教基金會將依經費實際使用情形及各組報名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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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增加招待至日本參觀或參訪之優勝隊伍數目。

十一、競賽規則：

有關競賽規則及注意事項等。敬請上「TDK 盃第 11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

作競賽」網站( http://robot11.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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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宣導任務分配

為使本屆競賽順利進行，參與層面更加廣泛，故規劃下列方式進行各項宣導工作：

（1）行文各大專院校，請踴躍組隊參加

負責：教育部技職司一科。

（2）學術網路 (TANET) 宣導

負責：正修科技大學。

（3）刊登技職簡訊宣導

負責：教育部技職司一科。

（4）公共電視刊登公益廣告宣導

負責：教育部技職司一科。(競賽規則動畫－正修科技大學負責；轉錄四份帶子－電視

公司負責；備文－教育部技職司負責)。

（5）平面海報宣導(配合創思研習營)
負責：正修科技大學。

（6）創思研習營宣導

負責：正修科技大學。

（7）教育部記者會

負責：教育部技職司一科。

時間：預定 96 年 10 月 8 日。

對象：文教記者。

（8）邀請貴賓

負責：教育部技職司一科。

方式：透過教育部及本校邀請貴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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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TDK 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主題與規則

競賽主題：海洋城市 印象高雄

附件壹、遙控組競賽規則

一、競賽主題背景概述

高雄港地理位置良好，港口條件優良，港埠設施完善。這些優勢使高雄港具有國際競

爭力，貨櫃碼頭、重工業、石化工業及漁業中心，使高雄的發展突飛猛進，對國家的建設

有極大的貢獻，更因海洋的浩瀚、海洋的發展性更顯得無限寬廣，港都人們的辛勤努力，

使高雄有更大可揮灑的空間，未來將朝向港區重新開發，結合西子灣、愛河、鼓山、旗津

海洋公園等據點串連，成為親水、遊憩、商業、文化兼具的新高雄，讓來高雄的人一起搭

上希望的船，海天寬闊，由此出發，航向未來港。隨著高雄的快速成長之際，三輪車是可

以見證高雄成長歷史的運輸工具，三輪車在台灣島上早已全面絕跡，但在旗津則成為招徠

觀光客的一大特色，遊客可搭三輪車到特定景點，或循觀光動線漫遊，觀賞海岸公園的盎

然綠意，這種獨特的遊覽方式，是旗津獨具的魅力。

本屆創思設計比賽主題定為「海洋城市 印象高雄」，並突破傳統，鼓勵參賽隊伍提升

技術能力，設計智慧型與無線遙控之機器人。相信每一個參賽隊伍更能發揮無限的創意，

在參與過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遙控組組競賽子題為『港都之旅』：本競賽參賽隊伍必須發揮團隊精神，以靈巧、機

動之特性突破障礙的行走能力，同時機器人更需具備極佳的靈活度及反應能力，以控制移

動三輪車至指定區域。比賽結束時依照是否完成任務，或各隊完成任務的時間，以及最後

停留在指定區域的三輪車數量評分。

二、競賽評比重點

(1)設計及造型創意：含機器人整體結構的設計創意、機器人的造型創意及其運動美感與

實現機器人各部功能的設計創意。

(2)技藝競賽：含機器人運動能力、靈巧性、控制能力及操作者的機智。

(3)團隊競賽精神：強調啦啦隊所表現的團體精神，及與場中機器人物的互動創意；亦即

場中機器人於競賽過程中所得到的支持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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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賽項目

港都之旅

四、獎項及計分方式

（1）創意獎之評比方式如下：

創意成績（100 分）＝工作日誌、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書面資料（10 分）＋機器

人整體結構設計創意（30 分）＋機器人各項功能的創意設計（20 分）＋機器人的造

型創意（20 分）＋機器人的運動美感（20 分）。

創意獎將於初賽期間對所有參賽隊伍進行書面及現場評審。創意得分名次較高之隊

伍將於決賽中安排示範表演，以彰顯其創意價值。

（2）競賽獎之評比方式如下：

由晉級決賽之八支隊伍進行單敗淘汰賽方式選出前四名優勝隊伍。

（3）TDK 獎之計分如下：

TDK 獎成績（100 分）＝與場中機器人的互動創意（50 分）＋啦啦隊的整體表現（50

分）。

（4）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

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得分（100 分）＝工作日誌按時記載程度（30 分）＋工作日誌

內容完整充實程度（30 分）＋製作報告書內容完整性（20 分）＋機器人設計及創意

介紹內容完整性（20 分）。

五、競賽場地之配合事項

競賽場地之佈置將以高雄港為背景，搭配高雄名勝，以營造競賽氣氛。

六、競賽簡介

比賽開始時，競賽場地上各有 2 輛大會提供的三輪車，置放於場地《陽光大道》平台

上。比賽時間為 4 分鐘，機器人分左右兩隊各從指定「出發平台」出發，其任務為先至《陽

光大道》三輪車停置處控制移動三輪車，沿著《仁愛河橋》前進，經《地磅檢查》《凱

旋鐵道》《過港隧道》，當 2 輛三輪車皆抵達《海岸公園》停車場，即達成三輪車遊高雄

港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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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競賽形式

1.1 隊伍之組成

（1）一隊以同校之指導老師 1 名及學生至多 3 名所組成，每一學校至多 4 隊報名參

加競賽。

（2）參加競賽學生中一人為機械人操控者。

（3）同一學校中如有多部機器人具有過多雷同設計時，創意評審將根據書面資料及

實地檢測後，如裁定「過度模仿」成立時，將取消所有「過度模仿」行為之機

器人之參賽資格。

1.2 裁判及裁判團

由各場次的裁判長及現場裁判判定該場次之勝負，當有爭議時得由裁判團裁判。

1.3 獎項

（1）創意獎：創意成績得分最高者。

（2）競賽獎：取優勝前四名。

（3）TDK 獎：TDK 獎成績得分最高者。

（4）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工作團隊紀律獎成績得分最高者。

2. 比賽環境

比賽場地：

（1）本場地包含六個競賽區域項目：《陽光大道》、《仁愛河橋》、《地磅檢查》、《凱旋鐵道》、

《過港隧道》、《海岸公園》，各參賽者須依序完成上述之競賽項目。其立體示意圖，

如附圖一所示。

（2）比賽場地由三夾板製成後油漆上色，請參賽隊伍注意其平坦度。

（3）兩隊由各「出發區」出發，機器人出發前必須能完全放置於 1 公尺立方之標準區域

內，如附圖二所示紅色、綠色區域。

（4）兩競賽隊伍分屬於左、右寬各 1.4 公尺，高 5 公分之環繞賽區，如附圖二所示。

（5）《陽光大道》上繪製兩個三角形紅色標誌，如附圖三(a)所示，上置有重量 4.5 公斤

67cm×41cm×60cm 之三輪車 2 輛，車體材質為塑膠，輪軸為金屬，如附圖四-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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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仁愛河橋》競賽機器人須能通過高 30 公分、寬 120 公分的立體橋面，如附圖三(b)

所示。

（7）《地磅檢查》競賽機器人須進入以鋼板鋪設之過磅區，停頓後方能離開，如附圖三(c)

所示。

（8）《凱旋鐵道》競賽機器人須能通過高 10 公分枕木，頂上架高 15 公分之鋼管鐵軌，跨

距 60 公分之 2 組附有軸承之滾動鐵軌（鋼管直徑為 60.2mm），如附圖三(d)所示。

（9）《過港隧道》尺寸為長 200 公分、寛 100 公分及高 90 公分，以透明材料圍成半封閉

之隧道空間，競賽機器人須能穿越此區，如附圖三(e)所示。

（10）《海岸公園》其為高 3 公分之平台另設置高度 33.4mm 停車格線（鋼管）四組。機器

人必須移動三輪車於停車格線內停置，並將三輪車與機器人分離，如附圖三(f)所示。

3. 比賽辦法

3.1 比賽時間

比賽時間為 4 分鐘，開始前有一分鐘之調整準備時間。

3.2 調整準備（一分鐘）

（1）調整準備需在各自的出發區完成，可有 3 名組員進行。

（2）機器人之尺寸需在此時間內調整成長、寬及高都小於 1 公尺，並完成三輪車前

輪踏板位置及把手方向的調整設定等賽前準備。

（3）如一分鐘內無法完成調整準備時，得於進入比賽時繼續調整，完成後再進入比

賽場地。（但調整時間併入比賽時間計算）

（4）調整準備時間結束或參賽兩隊都提前完成調整準備，裁判得逕行宣佈比賽開始。

3.3 比賽開始

（1）比賽開始由計時器之開始音響或裁判之指示音響為之，比賽結束亦同。

（2）比賽中除重新調整外，只有機器人操作者一人可進入比賽場地。

3.4 重新調整

（1）比賽開始後，操作者得在必須時向裁判申請重新調整機器人，經裁判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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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行調整。

（2）重新調整完成後，須回到申請重新調整位置之前一個區域起點繼續比賽。

（3）比賽之計時不受任何隊伍進行調整之影響。

3.5 比賽規則

（1）參賽機器人利用有線遙控、無線遙控或自動控制之方式，機器人由出發區進入

競賽區，將置放於《陽光大道》平台上 2 輛三輪車，控制移動三輪車（不限次

數），沿著《仁愛河橋》前進，經《地磅檢查》停頓後，往《凱旋鐵道》《過

港隧道》，抵達《海岸公園》停車場格線內停置，且將三輪車與機器人分離後即

達成三輪車遊高雄港之任務，先將 2 輛三輪車移動抵達指定區則贏得比賽之勝

利。

（2）競賽行進過程中，機器人之機身任何部分不得接觸邊界線外之地面(邊界範圍如

圖一中之水藍色區域所示)，且不得有任何非公用物品遺留在競賽場地中，違規

情節重大或影響競賽之順利進行者取消該隊競賽資格。

（3）操作者不可接觸競賽中之機器人，機器人亦不可以飛行方式通過。

（4）操作者可站立於邊界線外之地面，未經裁判同意不可進入競賽場地中。

3.6 計分及優勝

（1）於競賽時間內將 2 輛三輪車先成功抵達《海岸公園》停車場內之隊伍獲勝。

（2）競賽時間終了前，兩隊均同時將 2 輛三輪車成功抵達《海岸公園》停車場內，

以移動次數較少者獲勝。

（3）競賽時間終了，兩隊均未完成將三輪車移動抵達《海岸公園》停車場內，將以

任一三輪車距離《海岸公園》停車場最近者獲勝。

（4）若無法判定兩隊勝敗時，則依序以使用自動控制、無線遙控之隊伍獲勝，但兩

隊均使用相同之操縱方式時，則以機器人重量較輕者獲勝。

4. 約束條件

4.1 機器人本體之限制

（1）機器之操作，需以無線或有線遙控之方式操縱，也可使用自動控制。

（2）比賽中每隊只可使用一台機器人，不可使用子母機器人。

（3）機器人包括機器人本體、電源、控制盒等總重量不得超過 25 公斤，其中控制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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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量不得超過 1 公斤，比賽前將進行重量量測。

（4）在出發區時，機器的尺寸限制在 1 公尺立方之範圍內。比賽開始後，可自由變

形。

（5）機器人需自備動力源，但不得使用危險物品。

（6）為維護參與人員安全，使用高速旋轉機構時必須有保護裝置，不得裸露在外。

4.2 比賽中之違規行為

（1）未得裁判允許，機器人操作者進入競賽區。

（2）未得裁判允許，競賽隊伍之成員進入競賽區。

（3）機器人或三輪車接觸邊界線外之地面。

（4）操作者接觸競賽中之機器人或三輪車。

（5）裁判判定違規時，機器人與三輪車須退回出發區方能繼續比賽（重置）。

4.3 失格

（1）有下列情況之一時將被判為喪失比賽資格

(a) 違反上述「機器人本體之限制」時。

(b) 故意以遙控干擾對方之機器人，或阻擋對方操作之行為。

(c) 故意破壞比賽場地或設施。（含大會提供之工具）

(d) 不服從裁判之指示或判決時。

(e) 其它違反運動員精神之行為。

（2）比賽中判定某隊喪失資格時，現場裁判將大力揮舞「失格紅旗」以明確宣示。

（3）比賽過程中如有一隊被判喪失競賽資格時，則由另一隊獲得該場次之勝利，但

仍繼續比賽到時間終了，讓各隊的創意能呈現出來。

4.4 異議或質疑

比賽後對裁判之判定有異議或質疑時，需在下一場比賽開始前，由成員之一向裁判

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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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遙控組比賽場地立體示意圖

圖二、比賽場地之平面尺寸圖 單位:公分（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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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三、比賽場地之局部平面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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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三輪車尺寸 A＝21 B＝25 C＝40 D＝33 E＝21
F＝19 G＝14 H＝23 I＝27 J＝12（單位 cm）

圖五、三輪車尺寸 A＝22 B＝60 C＝33 D＝42 E＝67 F＝44（單位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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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三輪車尺寸 A＝40 B＝19 C＝9 D＝6 （單位 cm）

以上三輪車尺寸精確度，以實物為憑

附註：三輪車 67cm×41cm×60cm 重量 4.5 公斤

材質：車體（塑膠）輪軸（金屬）

型號：TR02
公司：親親貿易有限公司

http://www.cctoy.com.tw/ccmenu.htm
地址：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鹿工北二路 12 號

公司電話：04-7811110
Email：zhen.sheng@msa.hinet.net(銷貨:陳麗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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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貳、自動組競賽規則

一、競賽主題背景概述

高雄因有高雄港，帶來了高雄的發展與繁榮，也塑造高雄特有的城市文化與精

神，有人靠海維生，捕撈來自海洋的財富，有人胼手胝足，在碼頭旁開創一片天，有

人絞盡腦汁，打造港口的磅礡氣勢，造船廠在港邊一字排開，編織了航海人的夢想，

建立了傲人的成績，臨海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更為經濟及工業技術上締造了台灣的

經濟奇蹟。任憑潮來潮往、船進船出、日升日落、人來人往；無論滿載或落空，得意

或失望，高雄港始終伸開雙臂迎接它的海洋子民。這些成果是造物者凝聚的好山好水

，港都人們辛勤努力創造的歷史，為迎接未來高效率、高科技的時代，提升競爭力，

港口的規劃及港邊的工作，不僅要自動化，也要高科技，希望高雄與台灣在邁向國際

化的關鍵時期，能再創另一個奇蹟。

本屆創思設計比賽主題定為「海洋城市 印象高雄」，並突破傳統，鼓勵參賽隊

伍提升技術能力，設計智慧型自動控制機器人。相信每一個參賽隊伍更能發揮無限的

創意，在參與過程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本屆競賽自動控制組子題為『碼頭風雲』：即是依高雄港的地形與建設命題，由

《真愛碼頭》出發，經《加工出口區》、《前鎮商港》、《臨海工業區》、《中興商港》、《

過港隧道》至《第一港口》達陣區，以體驗各項雄偉設施及大大小小各式船舶在港區

的忙碌工作。機器人必須有追尋軌跡的行走能力，故在場地中分別設置上坡、下坡道

、彎道及隧道與達陣區等場地障礙，機器人必須有好的機動力、靈活度及足夠的智慧

才能獲取高分。又在《前鎮商港》及《中興商港》分別要完成取球、顏色辨識、分類

及置球等，以完成功能性任務得分工作，考驗機器人定位、辨識能力，系統的效率與

可靠性，以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各項得分工作。比賽結果是以機器人在時間終了時累

計較高得分者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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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及部分文字取自高雄市政府新聞局出版物)

二、競賽評比重點

（1）設計及造型創意：含機器人整體結構的設計創意、機器人的造型創意及其運動美感

與實現機器人各部功能的設計創意。

（2）技藝競賽：含機器人運動能力、靈巧性、控制能力及感測能力、系統整合能力與系

統的正確性、可靠性等，以完成各種規定的得分動作。

（3）團隊競賽精神：強調啦啦隊所表現的團隊精神，及參與比賽的機器人團隊在全程製

作與比賽過程中表現的分工整合、奮戰精神及投入的態度為評分要點。

三、競賽項目

碼頭風雲

四、獎項及計分方式

（1）創意獎之評比方式如下：

創意成績（100 分）＝工作日誌、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書面資料（10 分）＋機器

人整體結構設計創意（30 分）＋機器人各項功能的設計創意（20 分）＋機器人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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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創意（20 分）＋機器人的運動美感（20 分）。創意獎將於初賽期間對所有參賽隊

伍進行書面及現場評審。創意得分名次較高之隊伍將於決賽中安排示範表演，以彰

顯其創意價值。

（2）競賽獎之評比方式如下：

初賽採雙敗淘汰制取前八名晉級決賽，決賽採單敗淘汰賽方式選出前四名優勝隊伍

（3）TDK 獎之計分方式如下：

TDK 獎成績（100 分）＝與場中機器人的互動創意（50 分）＋啦啦隊的整體表現

（50 分）。

（4）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之評比方式如下：

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得分（100 分）＝工作日誌按時記載完整性（30 分）＋工作日

誌內容充實程度（30 分）＋製作報告書內容完整性（20 分）＋機器人設計及創意設

計內容完整性（20 分）。

五、競賽場地之配合事項

競賽場地之佈置將依高雄港的地理位置及周邊設施為依據，搭配貨櫃的裝卸等工

作，體驗港邊人繁忙、努力工作的氣氛。

六、競賽簡介

比賽開始後競賽場地依機器人行走路徑，由《真愛碼頭》出發，途經《加工出口

區》的上、下坡道，至《前鎮商港》貨櫃輪，將貨櫃中的球依顏色卸貨轉運，再經

過《臨海工業區》等彎道進入《中興商港》將所取貨物分類再放入指定的貨櫃中，

最後途經《過港隧道》的自動導引區，進入《第一港口》達陣區完成比賽。機器人

得分方式可分為越過場地障礙，取色球和依規定置球等三項，以累計較高得分者獲

勝。

1. 競賽形式

1.1 隊伍之組成

（1）一隊以同校之指導老師 1 名及學生至多 4 名所組成，每一學校至多 4 隊報名參

加競賽。

（2）參加競賽學生中一人為機器人操控者，負責啟動開關及舉旗要求重新調整。

（3）參加競賽學生中三人可在裁判同意重新調整後，負責搬運機器人重回出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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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場地重新復原，色球依位置重新放置。

（4）同一學校中如有多部機器人具有過多雷同設計時，創意評審將根據書面資料及

實地檢測後，裁定「過度模仿」成立時，將取消所有「過度模仿」行為之機器

人之參賽資格。

1.2 裁判及裁判團

由各場次的裁判長及現場裁判判定該場次之勝負，當有爭議時得由裁判團統一判定。

1.3 獎項

（1）創意獎：創意成績得分最高者。

（2）競賽獎：取優勝前四名。

（3）TDK 獎：TDK 獎成績得分最高者。

（4）最佳工作團隊紀律獎：工作團隊紀律獎成績得分最高者。

2. 比賽環境

比賽場地：

（1） 比賽場地立體圖及平面圖如圖一及圖二所示。

圖一 比賽場地立體圖（部份分隔道設計可能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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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比賽場地平面圖

（2）兩隊由各「出發區」出發，機器人出發前必須能完全放置於 1 公尺見方之標準

區域內，如附圖二所示紅色、綠色區域。

（3）比賽場地「競賽區」包括兩隊的場地得分標的物、《前鎮商港》的貨櫃輪與《中

興商港》碼頭平台。

（4）比賽場地中的中線均在地面上鋪上 20 公分白色標示線（白色油漆線），其上，

中心位置有寬 10 公分黑色標示線（黑色油漆線），可做為機器人行走軌跡，如

圖三所示。

圖三 標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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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工出口區》為一上、下坡道，在場地中位置及尺寸如圖四所示，下坡道後設

有 10 公分寬深藍色油漆線為得分線。

圖四《加工出口區》

（6）《前鎮商港》中停泊一艘貨櫃輪，最上層有一只貨櫃，置放 4 顆色球，分為種子

色球 2 顆及非種子色球 2 顆，貨櫃輪及貨櫃位置、尺寸及球的規格，分別如圖五

，圖六及圖七所示。

圖五《前鎮商港》的貨櫃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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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貨櫃與置球方式

圖七 色球與水泥漆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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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比賽場地中的彎道區設有《臨海工業區》得分線，如圖八所示。

圖八《臨海工業區》

（8）在《中興商港》處設有一碼頭平台，其尺寸如圖九所示，在平台上設有貨櫃一

個，貨櫃尺寸為 32 公分長，32 公分寬及 15 公分高，板厚約 4 公分。

圖九《中興商港》- 碼頭平台與置球貨櫃

（9）比賽場地中有一透明ㄇ字型《過港隧道》，其尺寸為寬 1 公尺，高 90 公分，長

為 2 公尺的封閉型隧道，如圖十所示，隧道內為標示線中斷區，中斷的距離 1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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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過港隧道》

（10）在《第一港口》處設有一達陣區為 1 公尺正方形平面，如圖十一所示。

圖十一《第一港口》- 達陣區

（11）場地中線設有一分隔道，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二 賽道中線分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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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場地中設有一碼頭平台及貨櫃輪做為場地分隔用，其位置及大小如圖十三所示

圖十三 分隔作用的碼頭平台及貨櫃輪

（13）比賽過程中，機器人相互間的碰撞，機器人和場地設施的碰撞，均可能發生，

請設計與製作機器人時也要將防撞或耐撞的因素考慮周全。

（14）比賽場地因木工製作，請參賽隊伍注意其平坦度。

3. 比賽辦法

3.1 比賽時間

比賽時間為 4 分鐘，開始前有一分鐘之調整準備時間。

3.2 調整準備（一分鐘）

（1）調整準備需在各自的真愛碼頭區內完成，可有 2 名組員進行。

（2）機器人之尺寸需在此時間內調整成長、寬、高都小於 1 公尺，並完成賽前的調

整設定。

（3）如一分鐘內無法完成調整準備時，得於進入比賽時繼續調整，完成後再逕行啟

動機器人開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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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賽開始

（1） 比賽開始由計時器之開始哨聲或裁判之指示哨聲為之，比賽結束亦同。

（2）比賽中除重新調整外，只有機器人操作者一人可進入比賽場地，主要工作是啟

動機器人開始比賽，與比賽中舉旗申請重新調整，但不得進入賽道之內。

3.4 重新調整

（1）比賽進行中，操作者得在必須時向裁判申請重新調整機器人，經裁判同意後，

將機器人搬移到該隊之《真愛碼頭區》重新開始，原先得分歸零。

（2）重新調整之次數不限，唯須組員舉旗請求重新調整，經裁判同意後，該組可派

隊員 3 人入場將機器人搬回原出發區，得分標的物依規定位置還原，並向裁判

報告，裁判開始懲罰性讀秒 5 秒，讀秒結束後方能繼續開始比賽。

（3）比賽之計時不受任何隊伍進行調整之影響，進行重新調整的隊伍除不能進行比

賽動作外，亦不得妨礙另一隊的動作。

3.5 比賽規則

（1）比賽中機器人之移動，必須採自動控制方式，完全無人為之干涉。機器人必須

依照其本體機構、程式設計，以及對環境的動態偵測，自行判斷運動方向並執

行動作。

（2）比賽分紅、綠兩隊進行，以抽籤方式決定每一場比賽的紅、綠隊，紅隊的種子

色為紅色，非種子色為綠色，反之綠隊的情況相反。

（3）紅、綠兩隊分不同賽道進行，賽道中間有一分隔道阻隔以避免碰撞，若仍發生

碰撞，其中一隊將被判定重新調整。

（4）機器人得分方式分成『場地障礙突破』與『取球』與『置球』三種。

（5）場地障礙突破後均有得分線，機器人以任何部位碰觸得分線或達陣區地面則

可獲得分數。

（6）機器人取球成功後，必須持有，取球成功與否，由現場裁判判定。

（7）置放球入櫃，機器人也必須完全脫離貨櫃及球體才可計分。

（8）達陣得分必須是在機器人至少放一顆種子色球成功，且首先碰觸達陣區者始得

分，若他隊已先碰觸達陣區，即使本隊機器人也到達達陣區，仍不計達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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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計分及勝敗

（1）機器人碰觸《加工出口區》得分線得 1 分，碰觸《臨海工業區》得分線得 1 分

，達陣得 3 分，達陣定義是依比賽規則第（8）條規定。

（2）每成功取一種子色球得 1 分，非種子色球扣 1 分，得分可依取球數量累加或累扣

，唯扣分至取球分數到零分為止。

（3）每成功置放一種子色球入貨櫃得 4 分，置入非種子色球不計分，得分可依置球數

量累加。

（4）時間終了，計算機器人持有種子色球與貨櫃中種子色球數目所累計分數、碰觸

得分線與達陣所得分數總和計分，得分高者獲勝。

（5）兩隊得分相同，依下列順序判定勝利。

（a）取得種子色球多者。

（b）重量較輕者。

3.7 得分模擬分析

上、下
坡道

取球
彎道
得分線

置球 達陣 合計

1 僅觸碰第一條得分線 1 － － － － 1分

2
未取球直接越過彎道

或跑完全程
1 － 1 － － 2分

3 取得 1 顆種子球 1 1 － － － 2分

4
取得 1 顆種子球
觸碰彎道得分線

1 1 1 － － 3分

5
同時取得多顆種子
球與非種子球

1 0~2 － － － 1~3 分

6
取得 2 顆種子球
觸碰彎道得分線

1 2 1 － － 4分

7
取得 1 顆種子球
放置 1 顆成功

1 1 1 4 － 7 分

8
取得 2 顆種子球
放置 1 顆成功

1 2 1 4 － 8 分

9
取得 1 顆種子球

放置 1 顆成功並達陣
1 1 1 4 3 10 分

10
取得 2 顆種子球

放置 1 顆成功並達陣
1 2 1 4 3 11 分

11
取得 2 顆種子球
放置 2 顆成功

1 2 1 8 － 12 分

12 完成所有動作 1 2 1 8 3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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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約束條件

4.1 機器人本體之限制

（1）機器人之運作，必須採全自動控制，嚴禁任何形式的遙控操作，獲勝隊伍機器

人必須接受檢驗，若發現使用遙控設備則取消獲勝資格。

（2）比賽中每隊只可使用一台機器人，不可使用子機器人，也不可故意在場地上置

放原不屬競賽場地之物件。

（3）機器人包括機器本體、動力源等總重量不得超過 25 公斤，比賽前將進行重量檢

測。

（4）在出發區時，機器的尺寸限制在 1 公尺立方之範圍內。

（5）機器人需自備動力源，但不得使用危險物品。

4.2 比賽中之違規行為

（1）比賽中違規行為如下

（a）參賽者未得裁判允許，進入比賽場地。

（b）比賽中機器人之總長度超過 2 公尺。

（2）如違規行為衍生之事態會影響比賽之進行時，裁判可中斷比賽或採取除去障礙

物之必要措施。

4.3 失格

（1）有下列情況之一時將被判為喪失比賽資格

(a)違反上述「機器人本體之限制」時。

(b)發生上述「比賽中之違規行為」兩次時。

(c)採用任何形式的遙控操縱。

(d)故意破壞比賽場地、設施或道具。

(e)不服從裁判之指示或判決時。

(f)其它違反運動員精神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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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超過比賽登錄時間仍未到場者。

（2）比賽中判定某隊喪失資格時，現場裁判將揮舞「失格紅旗」以明確宣示。

（3）比賽過程中如有一隊被判喪失競賽資格時，則由另一隊獲得該場次之勝利，但

仍繼續比賽到時間終了，讓各隊的創意能仍可充分呈現。

4.4 異議或質疑

（1）比賽後對裁判之判定有異議或質疑時，需在下一場比賽開始前，由成員之一向

裁判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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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參、參賽時程與要點
一、參賽時程表（所有資料請註明學校科系別與隊名）

(一)報名

時間：96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至 96 年 3 月 5 日(星期一)。

方式：參賽隊伍先至競賽網站(http://robot11.csu.edu.tw)下載「參賽隊伍基本資

料表」Excel 電子檔，並列印下「參賽報名表」；先填妥 Excel 檔內之各

參賽人員的相關資料及將指導老師與參賽同學照片，依大會統一規定格

式以 ZIP(或 RAR)壓縮後，以電子郵件將 Excel 電子檔及照片檔寄至

robot11@csu.edu.tw，並將「參賽報名表」經學校推薦並蓋章後，於報名

截止日前以掛號郵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正修科技大

學 機械工程系林金蓉小姐收」（以郵戳為憑）。

※「照片檔」：各隊伍人員照片 JPEG 檔案，檔案名稱請以人員姓名命名。

下列兩種格式均可

●生活照：尺寸 width*height = 150*180 像素，X≧90 像素。

●大頭照：6 個月內拍攝之 2 吋光面彩色脫帽正面半身照片，人頭長度約 2.5 到 3 公

分，勿著軍警制服或戴墨鏡。

照片之統一規定如下：

照片檔名：老師＝○○○老師.jpeg學生＝○○○同學 jpeg

最後請將全部的照片以 ZIP(或 RAR)壓縮後，將本檔案以 校名前六字加指導老

師名字存檔，如 正修科技大學龔皇光.ZIP(或 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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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指導委員會議於 92 年 12 月 22 日

通過由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製作一能收集歷屆及將來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之

記錄、影片及檔案等之資料庫網站，為建構資料庫網站之內容，各參賽隊伍

所提供之指導老師、學生及機器人照片將會公佈於網站上。

網址為：http://robottw.ntust.edu.tw/

(二)創思研習營

1、活動時間：分北區及南區兩梯次進行。

北區：96 年 3 月 18 日(星期日)。

南區：96 年 3 月 25 日(星期日)。

2、活動地點：北區(台灣科技大學)及南區(正修科技大學)。

(三)參賽隊伍名單更正

時間：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

方式：依有無更換指導老師而分下列兩種方式進行：

(a)僅欲更換參賽學生，而不更動指導老師之隊伍，請指導老師先將更新過資

料之「參賽隊伍基本資料表」Excel 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至

robot11@csu.edu.tw；再將更新過資料之「參賽報名表」於於 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正修

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以郵戳為憑）。

(b)欲更換指導老師(也可同時更換學生)時，請新指導老師先將「參賽隊伍基

本資料表」Excel 電子檔，以電子郵件寄至 robot11@csu.edu.tw；再將填妥

之新「參賽報名表」(被更換隊伍之原指導老師需在「參賽報名表」上簽名

同意)於 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

澄清路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以郵戳為憑）。

(四)製作報告書送審

時間：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

方式：以掛號郵寄至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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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繳交工作日誌

時間：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

方式：1.為瞭解各隊是否確實進行機器人製作，在製作進度訪視時請先提供

截至訪視當天之前的工作日誌給訪視委員檢閱（不需繳交，訪視日

期將另行通知）。

2.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繳交完整之工作日誌（截至 96 年 8 月 31

日止之記錄），以掛號郵寄至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林金蓉小

姐收。

(六)確定通過審核之參賽隊伍名單：大會將根據訪視時看到各隊機器人之實際進

度及 96 年 9 月 4 日前各位所繳交資料（製作報告書、工作日誌）評定各隊實

際製作進度分數，如果評分低於 60 分者則將取消該隊伍之參賽資格，參賽隊

伍正式名單將於 96 年 9 月 21 日（星期五）前以公文、FAX 或 E-mail 通知。

(七)繳交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

時間：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

方式：將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

），製作長度為 3 頁至 6 頁之 PDF 檔後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並

列印書面資料以掛號方式，郵寄至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系林金蓉小姐

收。

◎工作日誌、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將作為創意評審評分內容之一。

(八)初賽

時間：（遙控組）96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五)。

（自動組）96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九)決賽

時間：9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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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十)繳交資料庫網站建構所需相關文件。

1.機器人論文：

時間：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前。

方式：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

製作長度為 4 頁至 8 頁介紹機器人之機器人論文 PDF 檔案，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2.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時間：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前。

方式：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之格式（屆時將公告），

製作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word 檔中英文版，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

期五）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3.凡完成出場比賽動作之隊伍且按時繳交資料庫型網站建構所需相關文件(機器人

論文與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者，大會將補助每隊製作材料費兩萬元，但未按

時繳交或繳交資料內容不完整及機器人功能缺乏完整性者，大會將依情況給予

半額補助一萬元或不予補助。

二、報名表

(一)參賽隊伍先至競賽網站(http://robot11.csu.edu.tw)下載「參賽隊伍基本資料表」

Excel 電子檔，並列印下「參賽報名表」；先填妥 Excel 檔內之各參賽人員之

相關資料及將指導老師及參賽同學之照片依大會之統一規定格式以 ZIP(或

RAR)壓縮後以電子郵件將該 Excel 電子檔及照片檔寄至

robot11@csu.edu.tw；再將「參賽報名表」經學校推薦並蓋章後於報名截止日

前，以掛號郵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

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以郵戳為憑）。

(二)報名表須經學校推薦，每校報名隊伍數遙控組及自動組各以 4 隊為上限，每

位指導老師以指導一隊為限，請各校註明推薦之優先順序，承辦單位將依經

費預算及推薦順序等因素審查，並通知錄取參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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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報告書內容要點

各隊之製作報告書應於 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送達，製作報告書主要內容包

括：

1.機器人之設計技術內容分析，含應用材料、結構分析等。

2.機器人製作要點說明包括：

a.機器人製作與流程圖示。

b.機器人製作經驗與修正說明。

3.製作報告書須附上機器人之工程詳圖（含尺寸）；並將製作心得、測試過程

及所遭遇之困難記載於其中。

4.其它補充資料方面，各隊可附上有助於審查的說明資料，如試作過程的照

片（必須）、錄影帶、VCD、電腦磁片檔案等。

5.所有參賽隊伍之製作報告書請以 A4 大小裝訂，主辦及承辦單位擁有教育宣

傳使用權。

四、工作日誌內容要點

(一)工作日誌內容為每天製作過程之記錄，工作日誌格式請依照大會所提供格式

製作(格式將於網站公告，如需電子檔可上網下載)。

(二)96 年 9 月 4 日(星期二)前繳交完整之工作日誌（截至 96 年 8 月 31 日止之記

錄），並以掛號郵寄至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

(三)為瞭解各隊是否確實進行機器人製作，在製作進度訪視時請先提供截至訪視

當天前之工作日誌給訪視委員檢閱（不需繳交，訪視日期將另行通知）。

(四)工作日誌將作為創意評審評分內容之一。

五、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要點

(一)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內容包括機器人機構設計、機電控制介紹、機器人設

計創意介紹及其他有利於說明設計特色之內容，長度在 3 至 6 頁之間，並製

作成 PDF 檔後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並列印書面資料，於 96 年 9 月 4 日

（星期二）前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

(二)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請依照大會所提供格式製作（格式將於網站公告，如

需電子檔可上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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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器人設計及創意介紹將作為創意評審評分內容之一。

六、機器人論文內容要點

(一) 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資料庫型網站將永久保存歷屆各隊伍在競賽期間之記

錄、影片及檔案等，及提供社會大眾隨時分享此珍貴資料。故需各隊伍繳

交相關資料（包括機器人論文、隊伍人員及機器人之簡介）。

(二)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的範例檔案（屆時將公

告），製作介紹各隊機器人機構設計、材料選擇、機電控制製作過程及特

色介紹等，長度為 4 頁至 8 頁之 PDF 檔案，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

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七、參賽隊伍人員及機器人簡介要點

請各參賽隊伍於競賽結束後，根據大會網站上公告的範例檔案（屆時將公

告），製作參賽隊伍老師及學生相關介紹暨機器人相關特色及參賽心得 word 檔

中英文版資料，並於 96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五)前上傳至 robot11@csu.edu.tw。

八、費用補助

(一)製作材料費補助

凡完成出場比賽動作之隊伍且按時繳交機器人論文與參賽人員及機器人簡介

者，大會將補助每隊製作材料費兩萬元，但未按時繳交或繳交資料內容不完

整及機器人功能缺乏完整性者，大會將依情況給予半額補助一萬元或不予補

助。

(二)差旅費補助

1.初賽：遙控組及自動組出席參加比賽之隊伍，每隊搬運及差旅補助，

依地區不同如下：

（1）台北、桃園、花蓮、宜蘭及離島 9,000 元

（2）新竹、苗栗 7,000 元

（3）台中、雲林、南投、彰化、台東 5,000 元

（4）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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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賽：

遙控組：晉級決賽之隊伍，每隊搬運及差旅補助，依地區不同如下：

（1）台北、桃園、花蓮、宜蘭及離島 9,000 元

（2）新竹、苗栗 7,000 元

（3）台中、雲林、南投、彰化、台東 5,000 元

（4）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000 元

自動組：晉級決賽之隊伍，每隊統一發給 4000 元以補助住宿費用。

3.補助之差旅費於比賽當天由指導老師簽收代領支票。

九、「參賽報名表」及「參賽隊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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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K 盃第 11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參賽報名表

1. 請先將由網站下載並填妥之參賽隊伍資料表 Excel 檔以電子郵件傳 robot11@csu.edu.tw。
2. 再將填妥及蓋章後之本參賽報名表於 96 年 3 月 5 日前以掛號寄至「833 高雄縣鳥松鄉

澄清路 840 號 正修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林金蓉小姐收」。

參 賽 組 別 □遙控組 □自動組

學 校 系(科)別

地 址

指 導 老 師 職 稱

下方*兩格僅於更換指導老師時適用 電 話

*原指導老師 傳 真

*簽 名 E-mail

隊 員 姓 名 系(科)別 班 級 別 學 號 簽 名

※請蓋系科章 推薦優先順序

校長：

中 華 民 國 96 年 月 日

請將所有參賽同學之學生證
正反面影本以釘書針固定於此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