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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靈一號 自走車機器人 

 

指導老師：李青一  老師 

參賽同學：林耿榮 何偉豪 黃英財 吳明輝 

南開技術學院 自動化工程系

 

機器人簡介 

經過隊員的討論後原本是搖控組的我

們選擇自控組。在大家詳細了解比賽規則

後，希望以簡易的機構與輕巧的構造來達到

最大的效用。由於著重在機器人輕量化及速

度上，所以材料都用鋁材來達到有效減輕機

體重量並且讓機器人耐衝擊，讓這些機構可

以用最少零件、就能達到我們所需要的功

能。而在比賽中和對手的機器發生碰撞是難

免的所以車體的主要結構是以鋁材為主，會

選用鋁材是因為鋁材的材質輕強度夠，價格

方面也較為便宜，加工起來也較為方便。 

 

 

 

 

設計概念 

 我們的設計概念皆以將機構簡單化讓

其動作步驟少但確能達到我們所需求的動

作，車子的主要特色，車體小而輕，所以採

用履帶來加強車子穩定性.車子主要有收

球、集球、感測的設計。我們希望能以穩定

性來加強我們達陣的成功率，所以我們注重

程式的編寫，當然也不忘記減少不必要的承

載重量。  

 

 

 

 

機構設計 

(1)底盤 

為了讓機器人行進起來穩定能讓操作

者易於控制我們使用履帶並將它設計放在

車身內是為了防止發生碰撞而使履帶受損

(如圖一)。 

 

圖一 底盤結構 

馬達驅動軸所採用的材料是鋁材，驅動

軸的材質必須選擇較輕強度較夠的材質，而

鋁材也符合我們的需求為鋁軸接合(如圖

二)。 

 
圖二 馬達驅動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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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動的方式使用履帶，履帶的好處是在

於旋轉時重心在機體的中心，並且為了防止

履帶在行進時產生過大的震動，就在履帶的

中心加裝避震器使能夠在巔坡的路面更平

穩而不影響感測器。(如圖三) 

 

圖三 避震器 

 

(2)收球機構 

我們所用的收球機構是利用前方兩片

鐵片以單向掀開的方式將球拖拉至前方的

籃內，當初我們的想法是想用齒輪和鏈條來

帶動取球機構，但用齒輪和鏈條但會增加車

體重量與付擔，和老師討論結果用較輕的魚

線來帶動，不但能減重也能減少收球的時

間。 (如圖四)  

 

圖四 

我們加裝近接開關，主要讓它與高山區的斜

面碰觸後，使滑桿機構能伸出取球，並將球

拉入網內。（如圖五）。 

 
圖五 

（３）集球機構 

利用前方鋁材做為集球機構，將鐵絲穿

過鋁材中心並加裝網子（如圖六）。 

 

圖六 

我們利用抽屜式滑軌使前方的鐵片通

過木球並將球收回，我們之所以以抽屜式滑

軌做為我们的手臂，是因為它有足夠的長度

與能承受球的力量將它拉回。（如圖七）。 

 
圖七抽屜滑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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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取球動力 

利用馬達的正逆轉使滑軌能夠伸出與

拉回。其中並須加裝滾輪使魚線能帶動，而

馬達我們本來用 66rpm，但為減少時間因此

我們改採用200rpm的馬達取代。（如圖八）。 

圖八 

 

 

（五）取球機構組合 

利用滾輪與馬達之組合後帶動滑桿。當

初我們的想法是想用齒輪和鏈條來帶動取

球機構，但以輕巧設計的我們覺得用齒輪和

鏈條不經濟而且不能減少重量，而且在安裝

方面而言也比較不方便。 (如圖九) 

 
圖九 

 

(六) 控制機構 

利用繼電器(如圖十)來控制圖八之馬達。 

 
        圖十 

感測器(如圖十一)判斷行徑之路線，也是使

我們成功完成行徑路線最大的因素。 

 

圖十一 

模組是用來接感測器，主要是為了方便維修  

(圖十二)。 

 
圖十二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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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成品 

 

 

 

 

 

 

參賽感言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參加第十屆創

意與設計機器人比賽，以往常在電視、報章

雜誌報導上看到許多人將自己的創意和設

計及構想結和在機器人上，過去的機器人只

能前進後退而已，但現在科技日益漸新，不

斷研發和改造機器人，使得機器人可以來動

作或幫助別人。 

在這段期間內，遇到的難題，包括感測、

電路以及程式撰寫等等，不過大家都是很有

毅力的把問題解決，並沒有中途放棄。每一

個人有各自的工作以及強項，並依照進度以

及工作行程規劃來完成，無非是想代表學校

獲得榮譽。當然這個榮譽並不只是代表著學

校，而是自我的肯定。所以大家都非常努力

的嘗試把機器調整到最佳的狀態，準備應戰

來爭取最好的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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