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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俊鋒 老師 

o 研究領域：電力系統穩定度、能源科技、

智慧型控制 

 

o 學歷： 

1.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系學士 

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系碩士 

3. 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系博士 

o 經歷： 

1. 裕隆汽車製造公司 三義工廠 助理

工程師 

2. 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系 兼任副教授 

3. 中州技術學院 電機系 講師 

4. 中州技術學院 電機系 校務顧問 

 

張耕銓 

組 長: 

 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做出成品，當有新構想時，

想法與實際總是有落差，製作出來的機器人都要

經過多次的測試及修改，才能完成一個不起眼的

小動作。比賽當天，看到其他組別的動作方式也

讓我為之震驚，在心裡告訴自己「我怎麼沒有想

到」，雖然沒有進入八強，但是看到機器人能在

場中行走，也不枉這幾個月來的辛勞。 



 

蔡文欽 

組員: 

 在這次的比賽，很高興的擔任本隊的技術執行

員，由這個活動瞭解到了，在製作出成品過程是

如此的艱難與困苦，很多都是構想出來卻無法完

美製作出來，需要在想像與想法中不斷的嘗試製

作或者與組員討論，製作出來的物品與想像的一

樣但是在執行上確有很大的問題需要修改與在構

思，在比賽當中看到別隊的構造，像是在眼前多

了一扇窗，在原本認為這是無法成功執行機構卻

只需要更改一些地方就可以實現的。雖然這次沒

有進入決賽但是我們可以很自豪的說這是我們努

力製作出來的作品。 

 

周信淵 

組 員: 

 本人在此團隊裡面擔任的是財務規劃以及設計

概念的角色，統籌全部製作資金以及採購耗材和

發票報帳的工作，並在機器人製作過程上給予適

當的建議，而我也在這次的比賽中學習到很多寶

貴的經驗，諸如介紹出場時那種激動的心情，我

想是會讓我永生難忘的。我想我們大家也在這次

的暑假集體住宿中，培養出難以割捨的感情。希

望在畢業後也能像現在一樣的合作無間，雖然偶

而在討論上有點摩擦，但我想那並不會影響我們

現在以及未來的友誼。 

機器人特色 

  在準備區之中，是依照規則所設定的長、寬、高及輕量化來做設計

規範，再從中改造而成。用單邊單馬達方式驅動，利用皮帶輪與皮帶作

為馬達與驅動輪軸芯之間的扭力傳遞機構，做為行走實用的腳。因考慮

到層巒疊障的關卡設定，所以我們採用延伸機構來達到要求，為了防止

機體在攀爬時會向兩旁倒的問題，因此在輪胎裡面附帶磁鐵以防掉落。 

 

概說 



  以最小的資源做最有效的應用，並且創造出能夠參賽的機器人。並在

集訓期間培養團隊默契以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讓彼此了解磨合，為團隊

創造最大的利益價值。 

 

機構 

  先以雙邊機構進行走路過第一關後，改由不同面的機構繼續以馬達帶

動輪子行走前進第二關。 

   

 

底盤 

  以金屬材料為骨架，並確保不會使機體碰撞地面為原則，並以螺絲螺

帽墊片等固定相關零組件如以馬達、電池、L 型鋁材、滑軌等多項零

件。 

 

控制 

   以八個開關來控制各部位馬達，並製作小型控制器加以輔助。並藉

由不斷的操作練習來加強對控制的技術以及對機器的熟晰度。 

 

機電 

   控制方面我們則使用了最簡單，也最不容易出錯的”直接控制”來

驅動，用最簡單的正負電，中間加開關，按下去即導通給電驅動，放開

即斷開。 

 

其他 

   最後還是要謝謝 TDK 文教基金會給了我們這次的寶貴經驗，相信不

久的將來，活動一定會辦的更好且更成功。 

 

參賽心得 

 



 對於這次能夠參加這次的 TDK 比賽，團隊們一致認為是很有意義的一

件事情，也為我們在大學生涯裡面劃下完美的句點。而我們也對於團隊

合作的這個名詞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雖然偶有爭執，但大家還是埋頭

苦幹，堅持自己的崗位，不管刮風下雨。暑假的集訓也讓我們記憶深

刻，大家一起吃飯一起熬夜一起去洗澡，無時無刻都在討論要如何製作

機器人。隨著時間的逼近大家在後半段也都使出渾身解數來製作呢，雖

然沒有進入前八強，但我們都覺得這次的比賽讓我們更團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