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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此次的創意競賽的重點，是要設計一台機器人能夠夾

取三種不同大小之大中小之正方體木塊，其邊長分別為 25

公分、15 公分和 10 公分，並依小、中、大的順序，由下

向上予以疊起，並且不能夠翻倒，除此之外，放置放木塊

的位置，有一個危險區域，該區為圓形區域，其直徑為 90

公分，機器人不淮進入。根據這些功能，我們要設計一台

機器人能夠完成這些功能，並且配合兩個具減速機構之直

流馬達，使其動作更為完善。所以我們以較易使用和控制

之氣壓元件來構成氣壓回路，以完成所要求之動作。 

 

設計概念 

針對此次的專科組競賽主題，我們將所設計之機器

人分成底盤、升降機構、夾取機構和控制回路等四大部份。 

 底盤主要是支撐驅動裝置，空氣壓縮機和電磁閥部

分，機器人之驅動裝置主要是由具減速之直流馬達所構

成，在此我們採用前輪驅動，左右邊各一個。 

升降機構主要是輔助夾爪能夠夾取高處之木塊，並

執行定位之工作，而此部份之功能主要是使用氣壓裝置予

以完成。 

 夾取機構主要也是由氣壓組件，並配合氣壓回路所

完成，在此我們設計了二種不同之夾取裝置，氣壓夾爪是

用來夾取最小的木塊。二支氣壓所製成之夾爪是用來夾取

中型和大型之木塊。 

 控制回路主要有氣壓回路和電氣回路，氣壓回路是

由氣壓缸和電磁閥所完成。而電氣回路主要是作為馬達驅

動和控制器為主[6,7]。 

 

機構設計 

在設計過程中，我們先使用木板來設計所要夾取之木塊，

此大、中、小之三種木塊，其邊長分別為 25 公分、15 公

分和 10 公分，完成後之作品如圖一所示。待三種木塊完成

後，我們開始設計機構。我們使用鋁材來製作機器人之機

構，其長度為 80 公分及寬度為 65 公分的長方形架構，我

們一開始是決定在最底層的四邊裝上輪子，然後先在上面

背負 30 公斤重之重物，測試馬達之驅動能力夠不夠，接下

來在此機構上安裝木板，以便在其上面配置空氣壓縮機、

電池、和電磁閥等配件。接下來設計以氣壓缸和旋轉缸驅

動之夾爪，測試完成後，予以固定在第二層木板。在此作

成旋轉方式主要是為了，減少機器人之長度，以免超過比

賽規定之 1公尺長，待整個機器人完成後，其重量大約是

30 公斤重，為了要減少其重量，我們將其各部份予以挖

孔，以減少其重量，當然機器人之強度也要值得注意。完

成後之底盤架構如圖 2所示。 

首先在機器人驅動方面，並且速度也要達到所需要，

所以我們使用具減速功能之直流馬達[1,2]，固定前輪兩

邊，採用差動驅動方式，並在後面加上二惰輪，以達到穩

定之前進、後退和左右轉彎之功能。在此設計時，應注意

二個直流馬達經減速後，所產生的轉速是否一致，否則機

器人很難控制。另外在前後隋輪安裝時，應保持底盤之水

平位置，不要有傾斜之現象，否則重心不穩時，機器人很

容易翻倒。 

至於上升和下降裝置，我們採用二段式的氣壓缸控

制，在上層使用三支行程為 40 公分之氣壓缸，因為三點才

能夠構成一個平面，支持上面之平台，上層為三支行程 15

公分之氣壓缸，而這些氣壓缸之控制皆使用三位五孔之電

磁閥，並可以隨時在任意位置作停止，以利於我們夾取和

置放木塊[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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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大中小之木塊 

 

 

圖 2. 主架構部分 

 

至於夾爪部份，我們設計了二種不同之夾爪，一為使

用二支平行氣壓缸，行程皆為 70 公分，主要是用來夾取中

木塊和大木塊，其完成後之結構如圖 3所示。我們使用氣

壓缸的前進和後退來夾取中型和大型木塊，其控制用電磁

閥也是三位五孔電磁閥。至於小木塊的夾取動作，主要是

由氣壓夾爪來完成，因為氣壓夾爪的行程較小，不大適合

夾取較大型之木塊，所以我們只設計氣壓夾爪來夾取小型

之木塊，其氣壓夾爪之結構如圖 4所示。 

 

 
圖 3. 夾爪部分 

 

 

 

圖 4. 氣壓夾爪 

 

此次的機器人大賽中，我們參考了以前學長們設計之

方法，為了能夠穩定地夾取和放置木箱，我們採用了二種

不同之設計方式，小木箱因為體積小及重量輕，我們使用

一般之夾爪就可以輕易地夾取，但是對於較重之中木箱和

大木箱，單純使用夾爪是失敗的，所以我們使用二支平行

之氣壓缸，穩定地夾取中木箱和大木箱，至於放置時，效

果也是非常地好，這些是我們和老師所討論出來的結果。 

 

機電控制 

在比賽機器人之四電控制線路方面，當然可以使用有

線控制和無線控制二種方式，但是無線控制方式，很容易

遭受干擾，使得機器人無法正常動作，所以我們經討論後，

採用有線控制制方式，並配合切換開關，來控制直流馬達

和電磁閥之 ON 和 OFF，其規劃配線圖如圖 5 和圖 6所示，

至於控制盒之完成品如圖 7 所示。 

圖 5為直流馬達驅動配線圖，我們使用雙刀雙擲及中

間停止的切換開關，使直流馬達線兩端之電源相反，造成

直流正反轉。首先完成後是使用 DC+12v 之電池來驅動機器

人，但是覺得在速度上有一點慢，可是在夾取和置放木塊

時，又不能太快，否則會把木塊弄倒，那就是前功盡棄。

所以經過我們討論後決定使用二段式的驅動方式，也就是

在平常運動過程中，使用 DC+24V 來驅動馬達，以爭取時

間。若是處於夾取和置放木塊時，則使用 DC+12V 來驅動，

以求取穩定為主。 

另外圖 6所示為電磁驅動配線圖，我們所使用的電磁

閥為三位五孔，也就是具中間停止之功能，至於控制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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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之前進和後退，我們使用單刀雙擲(具中間停止)之切換

開瑪予以控制。 

在控制盒的設計中，我們使用了塑膠之外盒，因為害

怕其重量超過一公斤，違反了比賽之規定，所以我們在控

制盒中，只設計了開關和一些簡單的配線。至於連接線部

份，我們設計了 2公尺長，並在兩頭焊接 T型金屬接頭，

以便在連接控制盒和機器人時，較為方便和迅速。 

  

 

圖 5、直流馬達驅動配線圖 

 

 
圖 6、電磁閥驅動配線圖 

 

 

圖 7. 控制器部分 

 

機器人成品 

接下來我們將這些機構予以組裝起來，如圖 8所示。

此機器人所使用到之電力為 3個+12V 之電池，其中二個串

聯產生+12V 和+24V 之電源，分別提供給驅動之直流馬達和

電磁閥之動作。另外一個+12V 電池，主要使給空氣壓縮機

打氣之用，因為本組所設計之機器人所使用之氣壓相當得

多，故必須在機器人中安裝一台空氣壓縮機。 

 

 

圖 8. 機器人之成品 

本系統在操作方式上是採用直接驅動之方式，因為採

用直接驅動在比賽過程中較不易出問題。所以我使用一些

開關來控制機械人之所有動作。控制面板如圖 7所示。  

本系統在測試的步驟中，我們首先對機器人作測試，測試

機器人是否能正常地前進、後退、左右轉彎和原地旋轉、

還有氣壓缸是否正常前進和後退，最後是在驅動馬力的調

整上是否正常，然後和手動控制相配合測試。 

  待機器人主體測試完畢後，就是氣壓夾爪是否能正常

地夾起木塊，必且將木塊置放在置物架是否能夠成功，這

些都是相當地重要，否則就要前功盡棄。 

 

參賽感言 

參加此次第八屆全國技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

使本組成員學習到不少有關機電整合之技術，並且使我們

這些電子科之學生，學到了如何使用電氣信號去控制機械

之設備，這是在學校的課程教育中，所無法學習得到。除

此之外，指導老師也隨時訓練我們如何針對各功能要求去

設計應對的機構，讓我們的腦力能夠更為激盪。 

為了使本組所設計之機器人能正常地動作，且能使操

作者更為熟練起見，本組自己用木材設計一個比賽用之三

種木塊，已使機器人能夠有測試之場地。此次的競賽中，

所要應付的問題，卻有其相當之難度，所牽涉到的機構設

計是機械領域之知識，對於驅動馬達之控制，此又類屬於

電機學門，又要使其如何獨立地完成動作，此又是電子相

關之領域，所以相當地不容易卻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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