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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為了克服與以往不同的規定—不得持球，加

上有效的爭取時間和得分，我們設計了：(1)簡

易儲球槽：設計於車體下方，防止持球犯規；並

裝有防球滑出之擋板、彎形滑軌掌握車體內木球

之方向；(2)壓克力軌道：利用較有彈性的壓克

力材料，在抬起金屬鐵桿時，能校正球槽寬度讓

木球能順利到達儲球槽，除此之外我們設計成將

支點固定於車尾右下方，並可定點 90 度上下移

動，在必要時亦可用以阻擋對方；(3)S 型往複

機構：設計於儲球槽內，利用馬達驅動，不同的

往返旋轉，可以將遺落在車體後方的木球往前掃

至定點，方便氣壓瞄準發射，優點是無需消耗大

量的電力，也可以將球定位。 

 

設計概念 

基本架構： 

    車體本身是利用一般鋁工廠或鋁門窗行可

取得的材料—L型鋁條(如圖示一)。之所以使用

此材料是由於材料的取得容易、耐重壓和輕巧為

主，因為比賽時間有限，且必須有行走和打擊的

基本功能，所以我們決定以車體機動性和儲球功

能作為設計的第一考量。 

    一開始我們利用 20* 60* 80 (高* 寬* 長) 

的常用車體尺寸做為我們的初版，但是製作中卻

發現到這樣大尺寸非但移動不易，必須用更大馬

達和電力進行驅動外，且易造成機構設計的阻

礙，而超出伸展前體積 1 公尺的限制，所以我們

決定捨棄原車體，而重建 20* 40* 60 (高* 寬* 

長) 的架構。而在車體靈敏度上我們利用了二輪

驅動和一舵輪(如圖示二)，減少了馬達的耗電和

重量，減輕車體。 

    擊球裝置我們採用了耗電較小的氣壓裝置

(如圖示三)。氣壓擊球(如圖示四)最大的優勢除

了無須像馬達般耗費相當大的電力外，在氣壓推

進擊球裝置時可產生瞬間衝力，達到有效擊球。

至於擊球路線我們設計在車體下方，一開始儲存

數顆球，在利用彎形球路將球定位，這樣便可一

次瞄準多次擊球。 

 
機構設計 

其實在機構的設計上，我們下了很大的苦

心，我們希望能用簡單且容易維修的機構，當作

機器人的主教架構，所以我們設計出可以用來抬

起橫桿，又可以當作引導球進入車體的軌道，因

此壓克力這個機構才設計出來！其實車體上總

共有三個壓克力機構的部份，一個是擋板、另一

個是固定式可抬桿的壓克力管、最後則是最為重

要的，可以定軸上下轉動的壓克力管。 

 
主機構壓克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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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具設計特色的部份，就是儲球和擊球

機構了。主要可分為三部份：同類球蒐集、軌道

儲球槽和氣壓射擊三大部份了。場地內分別有兩

個梯型儲球槽，分別各放置 30 顆球(每色各 15

顆)，假設再進入球場中我們先以一個梯型儲球

槽為目標，嘗試蒐集到符合本隊球色之球約

10~15 顆，這樣就可在短時間內蒐集同種球類

了。 

    第二部份則是軌道機構，我們利用壓克力材

料的半軌道，除了利用前端突出加高的部份將橫

桿抬起，亦可將球導入車體下方的儲球槽，球無

須擔心會有遺漏或是掉落在車體上，也可達到蒐

集球的功能。之所以我們決定使用壓克力，原因

除了是易切割裁剪外，彈性較好，可以在受到數

顆球撞擊時，抱持原有形狀並導入車體，這樣便

萬無一失了。 

    最後要討論的則是我們的氣壓擊球機構。氣

壓擊球機構不用多說，這是許多門都常使用到的

機構，如同上述所說，它除了可免去電力的損耗

外，又可以在瞬間產生很大的衝力，達到極球的

效果，設計便利簡單，也不用擔心維修上的問題

了。 

    在整體創意上，我們運用到了：(一)抬桿導

球軌道。(二)往復機構。(三)氣壓微調擊球。 

    (一)抬桿導球軌道：其實在前面我們就提到

了我們最特別的壓克力軌道，我們先將壓克力管

對裁，並將錢方利用壓克力片加高，以契合比賽

場地中，梯型儲球槽約寬度 10cm 的軌道；在將

壓克力長管前端裁切出尖角，這樣便可利用車體

的重量，和後退至梯型儲球槽的速度，當作抬桿

上升的力量了。最重要的，在非隊上顏色球的球

道上，我們也用壓克力板阻隔，除了有效蒐集自

己的球之外，也無須擔心對方的球會一同蒐入車

體中了。 

    (二)往復機構：往復機構我們運用在比較不

容易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儲球的球槽中了。當

我們將球蒐集入車體下方的儲球槽時，我們需要

擔心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讓球乖巧的定位，讓我

們方便打擊，這是我們就必須仰賴往復機構了。

往復機構是利用簡單的反覆運動，將小手臂來回

運動以方便將球往前推進，再加上皮帶(或是摩

擦力較高的材料)黏貼在儲球槽的隔板中，這樣

更增加了往復機構的效用，也可讓球乖乖定位

了。 

    (三)氣壓微調擊球：擊球的方式除了機構的

變化上外，就是如何將球＂打＂出去的動力了。

我們屏棄了以前觀念中的馬達驅動，將這些電力

節省，這樣除了可以減少電池的消耗外，也可減

輕車體重量(電池數量減少的緣故)。但是在氣壓

裝置中，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微調的機制，

它除了可以小心的調整打擊的方向，還可以利用

小小的機關，決定打擊力道的大小，這樣也達到

了氣壓的消耗了，不是嗎！除此之外有一點特別

需要注意的，就是因為在擊球上我們都是採用氣

壓是擊球，這時如何儲存足夠的氣體和避免洩

氣，就是重要的問題之一了。 

 
氣壓微調裝置 

 

底 盤 

    因為底盤的堅固與否，影響了機器人在運動

或受撞擊後，是否能不受其影響繼續比賽；而底

座的輕巧與否和材料運用，則是影響了車子的行

進速度和靈敏度。我們用了成本較低且重量較輕

的 L型鋁條當作主結構，運用兩輪驅動和一個舵

輪，這樣不僅在盈動速度上會變快許多，也可以

減輕馬達的負擔。而我們使用一般用於娃娃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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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輪子，因為它沒有爆胎的問題且重量十分輕

巧，但是由於摩擦力不足的問題，所以我們使用

了束線帶來改善這個問題。 

 
車體後視圖 

 

機電控制 

    車體結構是用鋁條所組成，這種在日常生活

中常見的材料，兼具質量硬、承載重、重量輕的

特性。取球機構結構方式是採用一個壓克力半圓

管，在利用壓克力的載重稱起球架上之鐵桿，球

會因為鐵桿被稱起而順著壓克力所形成的軌道

滾入車體內。 

    射球機構結構方式是採用氣壓桿，空氣是一

種取之不絕用之不盡的東西，基於環保的概念而

把它拿來做驅動用的能源。 

    控制盒則是用 Relay 來操作，電力由電池經

由控制盒內部的手控開關，進而控制 Relay 的動

作，使控制馬達的電力有不同的極性。馬達是用

高轉速馬達，外面在搭配輪徑較大的輪子，即可

達到高速行使的目的。 

    機電控制介紹中，在馬達的控制中採用最簡

易的控制，也就是利用電源的正負極的互換，而

促使馬達正反轉。電源部分則是使用 12V 直流電

池 2 只，為了配合馬達而利用電池串聯使 24V

變成 ±12V ，在 Relay 切換時，比較不會因為切

換的電壓過大而減短 Relay 各接點的使用壽命。 

    另外在氣壓驅動方面，氣壓的開關則是

使用電氣壓開關驅動，在氣壓的儲存是用一般市

售耐壓及儲存量都很高的汽水寶特瓶。 

控制器實際圖 

 

  電路繪製圖 

 

機器人成品 

    其實最終完成的機器人成品，和當初我們

所設計的算是相差十萬八千里，尤其是在機構的

部份讓我們感觸很深，這時讓我想起學長漢老師

曾說的，想像和現實是差距很大的！有時候理想

化的設計或許特別，但是對於競賽的影響力和製

作後測試其可用性，卻發現不如當初所預測的。 

 

參賽感言 

「設計存在於生活中」！當我們開始決定要

製作機器人開始，到最終的版本，發現要將機器

設計、製作到完成，是充滿放棄與堅持的！因為

生活中的事物給了我們靈感，但在眾多創意湧現

後，就必須抉擇，哪樣的設計理念才是我們所需

求的。雖說創意是無限的、設計也無法如意的止

於完美，但嘗試卻是我們所能盡力的！ 

夢想起步的開始：一開始團隊成立，其實只

是因為成員都是好朋友，加上先前也依同參過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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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因此讓我們發現到競賽的影響，不只是輸贏

成就，也有許多樂趣和朋友間互相合作的學習。 

學以致用：雖說這次的競賽主辦單位，是雲

林科大的機械系主辦，但是我們的成果卻是由電

機系和機械系共同完成的，因為機電整合對於未

來科技的趨勢，有很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決定將

機械設計機構和電機設計電路機電的迷思打

破，我們的機器人設計，可說是電機機械一同設

計完成的，加工製作和採買，已沒有分別是誰來

完成的了！ 

測試和常識的重要性：這次最大的問題和挫

折，就是對於測試的忽略和常識，簡易的測試只

能適用於零件組合，但是當競賽現場，或是我們

將一個新設計的機構裝上本體時，就必須是全排

測試的，因為測試能讓我們了解到，有時許多的

內部結構是無法相容的，甚至會互相作用，這樣

可以在我們發動車體時，造成重大的傷害！ 

分工合作與團隊：一個團隊的成敗與否，大

多數的因素在於合作的狀況和溝通，或許在製作

過程中，我們有許多的誤會和衝突，但是由於組

員之間總是會相互協調，加上在指導老師和組長

的工作分配上，有進行實際的督導作用，才能讓

我們的成品和設計得以製作完成。 

無論過程中有衝突、挫敗或是失望，卻也充

滿了大家一同努力的影子！玩創意，不就是這樣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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