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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陳信宏 

陳信宏博士現為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

系暨機械與精密工程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專長

研究領域為自動控制、機電整合與 PLC 控制應

用。指導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而參加 TDK 機器

人創意競賽，進而增進學生動手設計、製作、組

裝及控制的能力並享受競賽的刺激。 

 

曹世勳 

組長：我的名字叫曹世勳，在這次的比賽當中擔

任設計加工的人員，負責機器人的機構設計、零

件設計以及零件加工，由於我們是第一次參加比

賽，所以有很多零件材料要去找，但是我們所要

的尺寸、功能並不是在市面上都找的到，或者是

有這樣的零件而我們不知道去哪才買的到，所以

我們只好自己設計出來交給工廠粗加工，然後再

向學校借機工廠精加工。 

 

陳浚鉑 

組員：我叫陳浚鉑，擔任了整體設計以及繪圖的

人員，也會幫忙加工，組裝以及找材料的部分。

其中最得意的地方莫過於腳的升降方式，能使繩

子的兩端皆產生拉緊的力，來支撐整體的重量。

由於是第一次的關係，所以很多機構、零件都不

清楚哪裡有賣，對於市面上的材料也都不了解，

所以大都是交給廠商加工或自己動手製作，使得

時間花費了不少。 



 

王舜 

組員：王舜，在此擔任第一代及第二代機器人研

發人員之一，同時也是支援加工及組裝人員，偶

爾支援運輸及找材料和購買人員，其中主要負責

設計，工作內容首先是以設計出機器人各個部

位，其中包含頭身體腳及內部滑輪組，再來是組

裝及組裝完後的單點測試，以及後續加工各部位

之配合，最後是整體連續動作之練習，本次最得

意的項目為頭部發射，其可做重複發射之動作，

且只靠一顆馬達來控制。 

機器人特色 

   

 

概說 

  當我們拿到 TDK 的本子之後，審視裡面的關卡之後，我們的機器人主要是

由突破各個關卡來進行設計的，所以外型上並不是特別設計過的，而主要的功

能有，第一腳步的升降功能，第二脖子的舉重功能，第三頭部的鏟球功能，最

後是發射的功能。 

 

機構 

  升降的功能主要是為了，突破第一關跨欄用的以及上獨木橋，舉重時升高

將槓鈴放置在高處，取球時將身體降到最低，可以說是每一個關卡皆要用到的

功能。第二舉重的脖子，在脖子最前端有鎖上如同樹枝般分岔的螺絲，將槓鈴

固定在兩根螺絲分岔之處，固定槓鈴使其不會掉落。第三鏟球顧名思義，將球

鏟起後將綁在口部的線，利用馬達將線收起，也就連同球也收起再將脖子抬

高，送至第四個功能，調整角度再發射。 

 

底盤 



  我們這次設定身體寬度為原本的一半，原因是從之前的六隻腳減少成現在

的三隻腳，且皆位於中間，只要輪軸夠長且分別加上輔助輪的話，就能夠不至

於傾倒。加上先前的設計中，支撐整體的支撐架過少，只有角落的四個，所以

這次根據之前的經驗，在整體的前面中間、後面中間以及中間的左邊右邊兩側

都加上支撐架。 三隻腳依舊有使用鋁擠型來作為腳上升下降的輔助。 

 

控制 

  我們要讓馬達正反轉，是利用 Relay 來控制電流的走向，使馬達做出正反

轉的功能，再來控制這些電流，何時要正向的方式流向馬達，何時要反向流

動，就要另外接上控制 Relay，使其 on 或 off 之開關，而這開關我們是打算接出

較長的電線，將其接到我們手中的控制盒，來達到遠端的控制。 

 

機電 

  由於我們在設計電控前，我們以解決大部分電控會有的問題，所以我們的

電路並不複雜，只需要用到較多的 Relay , 和電子元件作為搭配，對於所有馬達

只要能夠做出正反轉的效果，就可以說是我們所有的電控部分了。 

 

參賽心得 

        第一次知道 TDK 是在上一門程式設計與控制的課，而當我們決定參加時我們

就在考慮要報名自動還是遙控組，因為我們機械系對電控部分沒有電子電機

強，於是我們就決定報名遙控組。因為是第一次參加比賽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

驗，於是我們就先利用我們擅長的 CAD 來設計機構，但是 CAD 有個缺點，就

是 CAD 裡全是剛體不會有彎曲的問題存在，而現實裡卻存在著強度的問題，所

以理所當然的第一代做失敗了。接著第二代出來了，但是依然有許多我們沒考

慮到的因素而存在著矛盾，但我仍然慢慢的去克服它，到了比賽當天看到別人

的機器人才發現還有許多機構可以利用。 雖然這次比賽輸了，但不代表就此結

束，因為這對我們或大家而言，只是新的開始，在比賽不論是準備的期限內或

是在比賽當天，在這每一天裡都讓我們感到非常的充實 , 在這每一天當中都有

幾乎都是在做腦力激盪，因此有了新的想法新的概念，讓我們收穫良多，且了

解到學問就是要多看、多聽、多學、多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