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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簡介 

第十二屆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初次設計的構想 

以 快、 狠 、準 、為設計要點。依據這次比賽主題、

在機體的變形與重量都非常重要、所以在於機體設計

上我們採用簡單的機構希望以一機構多用途、發揮最

好的效率。這次競賽主題，以精準快速過關達成各關

卡要求。其中最難的地方在於各關卡變形時間長短，

這是影響比賽結果重要關鍵，所以在材料上我們選用

20X20 鋁型材、本體以輕量化之理念去設計，其餘以

鋁塊加強強度與堅固性。 

   

設計概念 

機器人大目仔之組成，機構設計主要劃分升降機構、 

發球機構、變形機構與舉槓鈴機構：以上機構我們以

簡單方式呈現捨棄複雜，為了在製作上發生不必要的

錯誤與時間浪費所以大家先極力投入在於設計上、一

開始大家以天馬行空的方式想出各種奇奇怪怪的機

體、經過大家與老師討論在改進才出現可行的構想然

後開始設計加工。最後以ㄇ字型機體模式、ㄇ字兩邊

就是所謂的升降機構、搭配上拉線控制機體上下升、

在於ㄇ字上方就是發球與配電前後則是具槓鈴和過獨

木橋。 

 

 

 

 

 

 

 

 

機構設計 

機器人大致上分成五大機構，機構如下 

一、升降機構 (圖一) 

    剛開始曾經想利用平行尺機構達到大升降之動作。但

因為平行尺機構在高度越高時越容易造成機身歪斜，且平

行尺機構無法完全收起適合比賽需求，所以我們將其汰換

成現在的利用特製四槽搭配馬達旋轉捲線器作為升降機

構。機器人上下機構，利用鋼索搭配馬達旋轉的方式，優

點在於能拉升速度快，加上許多能整齊收線的想法確保線

條在伸縮不會互相影響，導致無法變形。 

 

 

 

                  圖一、捲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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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球機構 (圖二、圖三) 

  發球機構利用取球管將球從競賽鍋內取出送至發球位

子，利用 12 伏特電流搭配雙馬達與飛輪在高轉速下旋轉

擠出發射。因發球機構可能因機台高度影響而導致精準度

有誤差，所以搭配機台升降機構調整適當高度已達精準射

中目標。 

 

 

               圖二、發球機構 

 

 

                 圖三、發球機構 

 

 

 

三、變形機構 (圖四、圖五、圖六) 

因參賽作品受長度限制，所以考慮能使用馬達控制機台後

段部分變形，在行走時降下成 90 度角當作輔助支撐軸分擔

車身重量已達平衡，當到達獨木橋關卡開始變形將後至機

台內以滾珠軸承輔助於橋旁以確保車身不會因傾斜倒地，

並利用馬達快速旋轉通過獨木橋。 

 

                     圖四 

 

                    圖五 

 

                      圖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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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槓鈴機構(圖七.圖八) 

    因長度、車身高度限制及槓鈴重量問題，用馬達能使

機身在短時間內自由變形，搭配高減速比馬達扭力能在瞬

時間舉起槓鈴，順利過關。馬達我們採用祥儀馬達減速比

1/24，當使用 12 伏特電流可以有足以舉起 3kg 槓鈴的扭

力。舉爪如圖八所示此以 45 度開口方式，在舉槓鈴時可讓

槓鈴穩定送至上端。 

 

                   圖七 

 圖八 

    分線區採用一收一放控制機體上下升,此機構傳動上

扭力相當大,鋼索所吃的力幾乎在滑輪上,上下滑軌設計以

簡單的兩片鋁板撘配培林，這樣可以避免與鋁板的直接摩

擦。 

 

圖九 

 

五、取球機構(圖十.圖十一) 

   取球機構以簡單的馬達帶動水管，搭配水管口特製的

取球方式(圖十一)，使取球更加方便快速。 

 

                圖十 

而水管並不只有單單的取球功能，也是保持機台平衡的重

要之處，就有如動物的尾巴有異曲同工之妙 

 

                圖十一 

               機電控制 

    要贏得比賽，除了要有優良的機構設計外，控制環節

也是比賽的勝、敗關鍵要素；設計控制面板不只是單純的

設計一個開關來使馬達轉動，還要在思考如何讓操控者操

控起來得心應手。 

    為了讓機器人能夠輕鬆操控，進而順利快速的完成機

構變形。所以我們使用按鈕開關來控制碼達正反轉，使操

控者在操控方面上能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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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電源經由馬達切換正反轉再傳送至繼電器，經由繼電器輸

出訊號至操控器已達到操控之目的。 

剛開始以輕量化的想法為優先，所以採用電路盤上小繼電

器。不過在測試過程中發現故障修理不便太過耗時，所以

最後淘汰改為用插座易拆式的繼電器，避免繼電器在比賽

中故障導致不可挽回的情況。 

另外，比賽中各部分關卡所需要而改變輸出電壓。所以針

對此問題並增設電壓切換開關。以 6V、24V 與 36V 切換來

應付比賽狀況。 

 

 

 

 

 

 

 

機器人成品 

 

 

參賽感言 

在製作機器人的這段時間中，從無到有，經歷友情 

的考驗，意念不和的紛爭，都只為了讓機器人能將其功能

發揮到最大，在當初設計所有組員下了很多功夫，與專題

指導老師學長們一起討論跟研究。 

    在設計以及製作過程中，常會遇到些挫折，雖然過程 

很辛苦，但挫折終究還是需要克服，當問題解決那一刻， 

那種喜悅感真是無法形容，讓我了解到勇於面對挫折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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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比賽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天，但俗話說：『台上

一分鐘，台下十年功』在事前的準備工作是非常辛苦難熬

的。 

    在研製機器人的專題中，讓我們學習到意見的溝通、

責任感、專業加工知識、團隊合作的默契、抗壓性、經驗、

恆心、隨機應變的能力和旺盛的行動力與企圖心…… 等。

培養出良好的態度和有效率的做事方法，對我們以後無論

在學業或事業的發展上影響甚深。 

    這次第十二屆創思設計與製作賽，我們從以前的什麼

都不懂，到整台機器的成型也花了不少的時間精神與耐心

去製作，當然我們有好幾次有放棄的念頭，可是在老師學

長的鼓勵下以及組員間們相互加油打氣，讓我們打消了放

棄的念頭，或許因為是這樣的原因，讓我們從失敗中找尋

失敗的原因，想辦法去克服與突破，我們也感謝財團法人

TDK文教基金會，如果沒有他們熱心的贊助，我們也沒辦法

去發揮創思與創新的機會，這也讓我們學習到平常在學校

中學不到的不管是技能，知識與團隊間的合作這些都是平

常學習不到的。 

 

感謝詞 

    感謝主辦單位ＴＤＫ和教育部舉辦機器創思競賽，以

及協辦單位正修科技大學的協辦，讓我們有機會參加比

賽，也感謝學校對我們的支持與鼓勵，同時也藉由這一次

的競賽，將我們在學校所學的理論與加工技術發揮出來。 

    還要特別感謝學校自動化系指導老師們和學長們經驗

相傳與專業知識的指導以及一同熱情付出的成員。 

    想想這幾個月幾乎把所有時間放在比賽上，以最認真

的學習態度、加工過程的辛苦與心中只想完成作品的心

情，完全的釋放出來。我想在這製作過程中學習到的技巧

與設計概念是最重要與寶貴的，就因為接觸了機器人，讓

我們在設計構思、製作加工與電路操控上，學習到了在一

般在課堂上沒有學習到的寶貴經驗。這次打消了打工賺錢

與犧牲和家人一同玩樂的時間就是希望再這次比賽能嶄露

頭角，果然不負眾望在這次比賽能得到了一點小名次，雖

然稱不上很厲害但這對我們團隊也是一種肯定的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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