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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島軍 

美國加州大學(UCLA)機械工程博士。曾

任職：中國鋼鐵公司、美國 TEAM 公

司、美國 ADE 公司、日本 ADE 公司、元

智工學院等。現職：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

械工程系。學術專攻領域：控制工程、機

電整合、自動化系統設計、微機電系統

(MEMS)、奈米精度感測器、奈米技術於

細胞量測研究、系統可靠度評估、專利侵

權鑑定等。 

 

張育晨 

就讀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我是機械工程

系四技四Ａ張育晨。在團隊中，我把隊伍

的需求結合並與老師進行協商，扮演著

〝橋樑〞的角色。 工作分成三個部份：

機構設計、路線控制及分辨顏色。我負責

分辨顏色，旨在把球分開；機構設計的同

學脫離團隊後，由我接手設計機構，主要

思考如何進球、如何分球以及如何出球，

並畫出設計圖。 機器人的設計及製作、

感測器的使用、程式的撰寫以及電路板的

焊接，皆由我們獨立完成，這是最得意部

分吧！ 



 

廖明保 

在這次的比賽中,我所負責的部份為車子

的路徑控制,我們的路徑控制方式主要為,

使用單晶片與步進馬達,而達到完成比賽

的目的,在做機器人的過程中,最有成就感

的部份,我想應該是車子能夠按照自己所

寫的程式,精準地走到自己所要的位置,以

及在加工過程中,雖然失敗了很多次,但最

後還是能夠堅持的把東西做出來吧。 

機器人特色 

概說 

   了解比賽內容後，先分解機器人必須具有的動作，我們歸納出四個主要

功能：（１）行走、（２）取球、（３）辨色與分球、（４）放球。歸納完

後思考該如何達成這些動作，在機構部分、控制部份以及比賽限制都必須納

入考量。 

 

機構 

   相信大家都一樣，在看完比賽內容後，機器人的形狀在腦海中就有一個

大致的模樣，因為一開始就有一個輪廓在，所以整體設計方面不會有太大問

題，主要的問題是發生在該用什麼方式、什麼形狀的機構完成動作。以取球

為例，該如何在不影響機器人行走的狀況下推開木板並取得球，這就是一個

機構設計上的問題；其他還有辨色感測器的位置、讓球滾動的軌道、把球推

出的設計……等，都是機構設計上必須好好思考的地方。 

 

底盤 

   底盤？或許有些人會訝異，底盤不都長那樣，有需要設計嗎？其實在與

路線控制的同學討論後，我發現我們對底盤的設計竟然大相逕庭。就型狀而

言，他的概念是〝工〞字型，而我則是〝日〞字型，在製作過程中，卻又改

成〝口〞字型；至於馬達的位置，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張把馬達放在



底盤上方，而我則建議把馬達放在底盤下方，由於底盤製作者是他，所以依

他的想法則把馬達放在底盤上。 

 

控制   

        在控制方面，由於只認識學長所用的８０５１單晶片，所以控制部份就讓

８９ｃ５１擔任主角；跟學長不同的部份在於程式，學長使用組語，我們則

用Ｃ撰寫，Ｃ，是我們與機器人溝通的語言！ 

 

機電 

        機器人的行走，我們使用Ｃ語言做點對點控制。由於伺服馬達價格太高，

所以選用一樣可以精準控制的步進馬達，可惜的是步進馬達無回饋。辨色分

球部分，我選用ＴＣＳ２３０感測器，運用８９Ｃ５１接收脈波的腳位去抓

取感測到的頻率，然後依據頻率不同控制馬達做正反轉。 

 

其他 

        軌道部份，本來軌道部分是打算去模型店買塑膠軌道的，可是考慮在與接

球盆的接和及形狀的改造上有困難，所以在厚度 2mm 的鋁板上畫展開圖，

剪開後折成軌道；接球盆方面，使用鋁條作成主架構，用保鮮膜纏繞成盆子

的面；推開取球櫃木板的機構設計，不同於其他隊伍，我們在這方面不需用

到馬達。 

 

參賽心得 

        開始做專題在七月時，三個月來跌跌撞撞，好幾次幾近放棄，幸虧隊友相

互鼓勵，即使挫折不斷卻持續努力。比賽時，展現作品的那一刻心理無限感

動（可惜機器人無法完成動作）。 除了機器人製作過程中的收穫外，看到

其他隊伍的設計以及選用的馬達後，使原本就知道自己設計上的缺點，在此

找到改進的方法。 我們的機器人輸了，並不遺憾，只是了解到，學校專注

在哪，學生做起事來就無後顧之憂、全力以赴；反之，則無限感歎、孤立無

援。 ---------------------------------------------------------------------------------學生 張育



晨 在參加這次的比賽當中,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我想應該是當面對ㄧ件重要

的事該有的態度吧,因為在過程中會遭遇許多問題,在這之中,有些問題要不斷

的嘗試才會有答案,往往很多次因不斷的失敗.就會有些負面的想法,甚至想說

放棄比賽算了!但每當有這樣的想法時,自己總會對自己說,既然自己選擇了做

機器人,就要有所負責,因為這樣,才會有所堅持的完成機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