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K 盃第 12 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論文集 

2008 年 10 月 17 日至 2008 年 10 月 19 日                           臺灣‧高雄   正修科技大學 

 

 

1 

     遙控組 : 斗六小市民   

指導老師：蘇國嵐 

                參賽同學：陳濬澤、鄭琨懷、游薰翔 

                                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機器人簡介機器人簡介機器人簡介機器人簡介 

  根據大會的場地以及規劃,規劃下列幾點目標(1) 

  跨越 40公分的欄架(2)通過高 50公分、長 3.8公尺、寬

20 公分的平衡木橋(3)幾起重 3 公斤槓鈴到指定高度(4) 

球池（鋁合金），內部置放 12 顆網球要在裡面取到球(5)

圓形銅鑼中心點距地板高度 180 公分,離 3.2±0.1 公尺擊

中銅鑼,這次競賽最主要的目的快速、穩定、準確的完成關

卡,而且重量不能超過 25 公斤,所以基本架構選擇材質較

輕的鋁來做機體的骨架。 

 

                    

                     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設計概念        

我們朝著簡單的設計去著手,機構的速度及穩定性、可

行性,機構使用的材質也非常重要,因為要考慮到重量限制

的問題,我們將關卡分為下列幾項: 

1: 欄架跨越 

2: 平衡木橋 

3: 槓鈴舉重 

4: 赤道球池 

5: 北極銅鑼 

經過組員和老師多次討論,和多次嘗試及修改做出最迅速

以及穩定的機構通過每個關卡 

 

 

                         機構設計機構設計機構設計機構設計    

 

(1)底盤 

原先在設計底盤時考慮使用單一框架，在製作後的模擬中

發現，單一車體的形狀再通過障礙時，所需使用的升降系

統需求量很多，不符合減少動作的理念，因此在進行討論 

 

 

後，組員發現，為何將機體設計成長方形的結構?因為長方 

型車體結構使機體能夠迅速並且方便過關。    

                                                                

(2)行走方式 

本組機器人的行走方式在初期構想我們想過用四隻氣壓缸

來過第一關障礙，但仔細模擬過後，氣壓缸通過障礙時氣

壓排氣量不平均時，機體因重心不穩而倒下再加上氣壓裝

置本身就很重。於是再老師建議下我們參考了一些之前學

長們做的方法及指導老師討論發現馬達可以替代氣壓設

備，不但可以省下重量的問題馬達的設計也比較安定許多

還可以省去一些動作，其缺點較其他方法少，最後採用四

支腳的機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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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降裝置 

升降方式有很多種，本組在製作過程中，曾經測試

過許多升降方式，如(1)螺桿 (2)拉鋼線 (3)齒條，螺桿的

部分因為重量以及速度上的問題捨棄，而拉鋼線部分在於

需比賽中斷掉或打結的問題，這些方法都是可以讓機體升

降的方式，而最後決定使用在鋁條上自製齒距，自製的鋁

條較輕，可當機體的主要腳架，並且在比賽中如有需要可

以快速替換，齒條製造方法為，在鋁條的側邊上鑽洞，使

其與齒輪配合，進而達到升降效果，本機器人是以長方型

底盤為主，利用鏈條搭配齒輪帶動，但之後因為發現機體

的附和超過馬達載重，所以機體會往下降，所以加了齒輪

比，增加馬達的扭力，不過也因此速度變慢了。 

 

 

(4)過獨木橋機構 

為了不讓機器人過獨木橋時間不會太慢,在捨棄掉其

餘的滾動系統之後,我們參考戰車履帶方式,將機器人身上

裝置一組履帶機構,但本組發現高速馬達直接帶動會使馬

達負載過高,因此本組將換轉拒高速度慢的馬達而此速度

慢負載力高的條件正符合我們的想法

 

(5)舉重    

本機器人的舉重機構,本組是先研究比賽所需要的

高度與組員討論出用槓桿原理的方向去設計機構，方法簡

單而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6)取球機構 

老師跟我們說取球必須一次成功，否則就會輸了，

所以必須達到快狠準，我們就想說不如找一個東西，可以

直接將球戳起來，水管是個很好的選擇，我們將PVC 管固

定在鐵棒上面，將鐵棒直接電焊在馬達軸心上面。當馬達

正轉變把球直接戳起，反轉便可以把球取起來，將球放置

在集球槽，集球槽有個導引軌道將球導引到發球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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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射球部份 

第二代機器人射球機構我們的概念就是利用壓力去擠壓

球，以壓力發射的方法將球射出我們的砲管是利用輪胎將

球擠壓，然後順間讓球飛出去的一種設計。當球掉進集球

槽，經由砲管內部的氣缸將球推至前端高速向外旋轉的輪

胎上，就會使球因為擠壓而飛出去了，射出去可以達到大

會 3.2 公尺高度敲鑼後任務完成，即可完成第五關任務。    

    

                                                            

    

                                                            機電控制機電控制機電控制機電控制    

簡單的正負極接電控制,然後把所有的控制開關串

起來,就成為簡單的控制迴路系統,因為大會所規定控制盒

不能超過一公斤,為了減輕控制盒重量級操控容易,所以選

擇使用三段式彈回開關來操控作使用如下圖 

 

原先使用電瓶為 12V 4A雖然儲電量大,但一顆電瓶

就要 3公斤重,因為限重的關係,所以改用 12V 1.2A 的電 

 

 

瓶。使用 12V 1.2A的電瓶三組只要1.6 公斤,在重量上比

原先的 12V 4A的電瓶少了一半(圖)電力的輸出為 36V 與

26V三組總共有3顆12V 1.2A的電瓶串聯其中有兩組串接,

所以總輸出電壓為 36V 與 24V,但蓄電量小一顆只有1.2A

所以當比完一場賽,就必須馬上跟換電瓶如下 

    
    

    

機器人成品機器人成品機器人成品機器人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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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感言參賽感言參賽感言參賽感言    

從構思機器到現場競賽，經歷了八個月機器人不斷的反

覆測試與修改直到比賽結束，在這次競賽中，學習到了許

多事情，包含了創意與思考，如何化繁為簡，必須簡單不

複雜的機構又能夠闖關為先，這是我們的思考方向，如何

能夠將許多關卡合併思考，這樣的機構才不會過於複雜，

操作者在操作上也顯的輕鬆許多，操作者越能輕易上手，

越能快速過關，還學習到如何實作與學理聯合並用，達到

學以致用，製作過程中也碰到許多困難，學習如何去解決

問題，還有小組之間的團隊合作，小組之間的溝通，培養

了我們不是只會空想，而是實際上的去製作，才發現原來

想的容易作的難，有時候真的是天馬行空，原來實際上去

製作才發現原來那麼多問題，還有師生間的溝通，經過這

次比賽的確是成長了不少。這幾個月來的努力，還是有收

穫的。很感謝有這種的比賽，讓我們成長了許多，豐富自

我學識，累積寶貴的經驗。 

                                                                

                                                    感謝詞感謝詞感謝詞感謝詞    

感謝教育部以及 TDK 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比曬，讓我們有

時坐的經驗，不同於學校上課考試，這種成就感真的是不

同以前，也謝謝蘇國蘭老師的指導，以及學長還有一起做

專題的同學，使我們能學到很多書上沒有教的知識，以及

團隊合作經驗，讓這次比賽可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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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九 屆 TDK盃 

[3] 第十一屆 TDK 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