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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為了達到輕量、快速，所以決定用三支氣壓缸來擊球，

而我們的機體重不到 20KG，機體構造簡單扼要，以上也就

達到快速、輕量。 

 

設計概念 

決定設計一個容量較大的機械人，此機器人要能把自

己的球全部收集起來，以免過重，利用底盤的結構與收球

機構結為一體。 

 

 

機構設計 

收球機構<圖一>與擊球機構<圖二> 

計算過橫桿與機構的旋轉中心的距離與高度，只需舉

起 20 過測試，速度方面也恰到好處。為了達到輕量、快速，

所以決定用三支氣壓缸來擊球，而我們快速、的機體重不

到 20KG，機體構造簡單扼要，以上也就達到輕量。度就可

讓球滾下來，然後再降下來不讓球在跑出去。計算過橫桿

與機構的旋轉中心的距離與高度，只需舉起 20 度就可讓球

滾下來，然後再降下來不讓球在跑出去。收完球需要把球

留在機體軌道裡，則必須在出口處利用小氣壓缸做球門閘<

圖三>。 

動力系統<圖四> 

輪子以變速的原理提高扭力，推力比較大，經過測試，

速度方面也恰到好處。為了達到輕量、快速，所以決定用

三支氣壓缸來擊球，而我們快速、的機體重不到 20KG，機

體構造簡單扼要，以上也就達到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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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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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圖四 

 

 
圖五 

 

 
圖六 

 

圖七 

 

機電控制 

當＂一騎當千＂號基本結構都配置的差不多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規劃配線了，一開始我們有兩種構想 

1.直接通過開關來供應各機構所需電源 

2.利用＂繼電器＂來提供各機構所需電源 

上面兩者經過評比之後決定使用＂繼電器＂的方案，

因為此方案所損失的能量最小(註:在使用同樣線材、同樣

的電壓電流的情況下，電流所經過的路線越短，所損失的

能量就越小) 

決定好電路方案之後，就開始選購適當的繼電器並裝

配，裝配時的重點是線路盡量簡潔、整齊，並且將每一條

電線、每一顆繼電器都標上記號，如此一來如果發生故障

就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排除。再來就是使用繼電器的機構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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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通過大電流的裝置，例如傳動組、抬升機構等，其他

耗電量小的零件就不使用繼電器了。 

為了使驅動組能發揮出最大的力量及速度，所以我們

選購了機車用的鉛酸電池，此種電池的優點是電壓穩定，

且瞬間、持續放電電流大，又因為產量大，所以價格也便

宜。 

“一騎當千＂機器人身上有許多氣壓組件，要控制氣

壓組件一定要有控制閥，因為一騎當千本身就有電源，所

以我們選用＂電磁閥＂來控制氣壓組件，但是目前市面上

所用的電磁閥都是 24V 的，所以我們又去電子材料行找了

一個 DC 12V→DC 24V 的變壓器來提供各電磁閥所需電源。 

 

 

電路圖 

 

機器人成品 

 

 

取球機構 I 

 

 
取球機構 II 

 

 
高扭力機器臂 

 

 

擊球機構 

 

參賽感言 

其實這次去比賽才能知道其實別人的想法不會

跟我們自己預想的一樣，一個叫做比賽的固定日期

過了之後，現在想想，當初堅持的木頭車身是為了

減輕重量。不過用鋁架所做的車身其實也重不到哪

裡去。這次說學也學了不少，就算是落敗了，吸取

經驗再衝一次也還是有那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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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的設計是否完美並不是一開始就能決定

的，一開始的設計圖只是讓我們有個方向，在製作

的過程裡面去想出最好的設計，一定要動手去做，

才可能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且越簡單越好，我們想

要說的是，不要去想說要做出什麼偉大的工程，而

是去想說如何用簡單的機構來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目

的，所謂的創意，就是將複雜的機構變簡單。設計

的完整性：要將機器人設計到很完整，需要不段的

修改與測試，就以這次比賽的規則來說，機器人體

積的大小與重量是否合乎規定，輪子所搭配的馬達

是否夠力，行進時是否會故障，是否會破壞場地，

機器人變形後的行走是否穩定，手臂的馬達是否夠

力，電路的設計是否會燒掉，這些都要經過一段很

長的測試階段，才能趨近於完美，也才能減少故障

的發生。 

隨機應變的能力：當機器人完成後，就是測試

與練習的時候了，而到比賽的前兩天，我們的輪子

馬達燒掉了，馬上更換上新的馬達，我們想說的是，

一定要做好材料的備份，不管它有沒有故障過，一

定都要有會故障的心理準備，才能有隨機應變的能

力。 

分工合作：有效的分工可以讓機器人提早的誕

生，也才能有充分的測試時間，在進行機器人的加

工之前，要將製作的流程清楚的寫在紙上，才能知

道接下來要做什麼該做什麼，也能提高效率，大家

把自己該做的趕快做完，也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測試的重要性：產品故障機率低，才有可能獲

得社會大眾的青睞，但相對的，這個產品一定是經

過無數次的測試，就像一部新出產的機車，一定是

經過公司長時間的測試才敢上市，機器人也是一

樣，要在比賽的過程中，不會有故障產生，一定是

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測試，我們寧願在測試的時候

發生故障，這樣我們可以馬上的修護修改，也不願

意是在比賽的過程中發生故障，我們想說的是，測

試時間越長就越能降低故障的發生，萬一在比賽過

程中故障了，也能雖敗猶榮。 

最後在製作機器人的過程中，讓我們學到了分

工合作、溝通、人際相處、抗壓性、耐力、隨機應

變的能力、經驗、設計能力、做事的態度、團隊合

作、紀律，這些成長對我們以後的處事態度影響甚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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