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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我們機器人是以通過參賽題目而設計之全功能機器

人。首先，一開始設計使用向上傾斜的車體，大輪子的前

輪和高鈕力的升降馬達來驅動，車體主要以簡單和重量輕

操作方便為主。策略上以速度為主要目標，在比賽進行中

不進入儲球區，機器人直接在儲球區外圍把球夾起來，先

抓紅球搶下一個天平。在其取球放球的過程中使用在車體

裡加裝的升降的功能把車體再次撐高傾斜，再使用伸縮管

手臂伸長到，把球放進擺動天平 150公分高的網子裡面，

而車體上的伸縮臂能撐高伸縮管使其把紅球放入轉動天平

300公分高的金盃內。 

 

設計概念 
我們將機器人分成底盤、輪子、機械手臂、夾爪、撐

高臂等五個主要部分。 

底盤主要功能是將支撐整個車體的四個輪子都組裝變成一

個整體機構。 

輪子選擇的因素則抉擇於傾斜的車體使之不會頭重尾輕，

不會導致翻車和被推導。 

機械手臂主要是以馬達驅動珠子往前推的方法，把伸縮管

往前一直推到 150公分和 300公分高的天秤。  

夾具選擇可以快速夾取網球的夾爪，夾爪面上有托起網球

和粗糙面使其在放球的過程中不因晃動而掉下。 

撐高臂主要在車體的前輪和後輪兩側加裝兩隻撐高手臂使

車體前方向上傾斜；在車體上也加裝能撐高降低伸縮管的

高度。 

 

 

 

 
機構設計 

在想過和試過的各種機構後，我們得到的心得是機構

簡單且功用都有，這樣在整修、加工、改裝上就可以省下

很多的時間、重量和動作。 

整體架構 

 

 
底盤 

  底盤的設計是以長方體的形狀固定，使角鋁能牢固的

支撐車體，也方便固定車輪，而使用傾斜的方法。(圖 1) 

 
圖 1 車體的底盤 

 
輪子 

  使用橡膠的輪胎皮車輪，前輪使用腳踏車用的大輪

子，這樣行走在有凹凸面或前方有障礙物時都能輕易的通

過，後輪則以小輪子為主。（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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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馬達來推動滾珠使滾珠去推動伸縮管達到我們想

要的高度。（圖 2） 

   

圖 2 推動伸縮管的滾珠 

 
夾具 

  夾爪以 400轉 12V的馬達帶動鋁片使其左右張開縮小

來抓球，在抓球的位子還放了兩片撐托球體的粗糙面。（圖

3） 

 

圖 3 夾爪 

 
撐高臂 

 用撐高臂能使我們的車體有角度的向上撐高(圖 4) 

，這樣能縮小其所需要的高度。在伸縮管上的撐高臂則可

以把在地下的球容易的抓起來也可以容易的放到最高點。 

(圖 5) 

 

 

圖 4 撐高車體的手臂 

 

 
圖 5 可伸降伸縮管的手臂 

 
機電控制 

我們的機器人必須能夠操控自如，才能順利且快速地

完成每項動作。所以為了適應有時需速度很快來節省時

間，操作都是使用開關在控制馬達(圖 6)，然後我們製作一

個可以 12伏特和 24伏特切換的開關，而在行走上使用 24

伏特的電壓可以更快速達到目的，12伏特電壓適用來夾球

的時候使用，因為怕速度太快而導致球會跑掉，所以以 12

伏特的電壓達到夾球的功能，在前進、後退、升降以及管

子伸縮我們都以 24伏特的電壓可以更快達到目的，並且效

果更佳。 

 

 
圖 6 馬達的選擇 

 
機器人成品 

  圖 7為機器人的成品圖，整體結構都是以材質輕的角

鋁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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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機器的成品圖 

 
參賽感言 

在當初設計裡想了好多種方法，可是卻因為困難重重

都無法去執行製作，所以讓我們知道了想要完成一個成品

不是光想法就能實現的，一定要動手去做才會有成果，也

才會出見自己的問題在那裡，機器的成品有沒有出現那些

問題。 

在這半年的辛苦努力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像是

在買材料裡，就是從別組同學裡問到了去哪邊買角鋁、馬

達、齒條等要用的東西；在製作時也學到了很多剪裁的方

法和器具，這種東西也都是大家互相的指導所學會的，這

樣也是一種傳承吧。     

當中其實也遇到了很多的挫折，也有想過要放棄，那

時真的好累，為什麼要做的這麼痛苦，組員間也發生了一

些的爭執，可是到最後大家還是努力的把機器做出來，到

比賽的前一天還是努力的完成我們的機器。 

最主要的還是導師的指導，讓我們有不放棄的動力，

如果放棄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在這機器人製作中讓我們學

到了團隊的合作、抗壓性、恆心和責任感，真的學到了很

多，也很高興能參加這個機器人製作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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