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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研究是為了探討自主移動和感測器偵測，為此做出了一台機器人，並

運用此機器人參加了 2024工業機器人競賽(Industrial Robot Competition)，以測

試本研究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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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utonomous mobility and sensor detection. To achieve this, 
a robot was developed and entered into the 2024 Industrial Robot Competition to 
assess the research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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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隨著工業 4.0的發展和普及，工業機器人的自主移動和感測器偵測成為了

競賽中的熱門主題。本文將探討工業機器人的人工智能自主移動和感測器偵測

技術，分析其在工業自動化中的重要性和應用價值，通過自主移動，機器人能

夠在未知環境中自主感知和導航，實現任務的自主執行，從而提高了工業生產

的靈活性和效率。與此同時，感測器偵測技術則是自主移動的重要支撐，它能

夠提供機器人對周圍環境的精確感知和理解，為自主移動提供準確的數據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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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 

    為了此研究根據研究計畫做出符合主題的機器人，並用此機器人參加了

2024工業機器人競賽(Industrial Robot Competition)，本研究在此次的比賽中所

參賽的項目是自主移動機器人競賽，這項比賽需要透過程式編程以及感測器量

測來使機器人自主移動到指定的位置，本文將著重於討論機器人自主移動及感

測器偵測之問題。 

參、研究目的 

(1)研究馬達運轉速度與角度問題 

(2)研究陀螺儀偏航之角度問題 

(3)研究光線、顏色感應器在不同光線下之影響 

(4)將以上的研究結合為本次比賽所需之機器人 

肆、研究實施與設計 

(一)、實驗場地 

        圍牆和隔板厚度 40mm 高度 80mm。地板為白色塑膠帆布，圍牆使用

兩個方型 40mmx40mm 塑膠管槽疊在一起，場地中 A區以及其他區的外框為黑

色、粗細 18mm。色板的大小為 A4具顏色珍珠板，緊貼在圍牆上。(如圖 1所

示) 

 
圖 1 

 

(二)、機器人零件 

    SPIKE Essential 是由一個主課堂套裝和各種 LEGO 元素與硬體組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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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感應器、馬達和一個可程式化集線器，使其能夠正常操作。本次實驗的零件

可以分成基本零件、控制與感測器設備兩類[1]。 
 

1、基本零件 

    基本零件包含插銷、軸套、積木、輪軸、萬向輪。(如圖 2所示) 

 

 
圖 2 

2、控制與感測器設備 

    控制與感測器設備包含了主機、馬達以及傳感器，會藉由自身感測後將數

據傳輸給主機，使我們能夠去調整。(如圖 3所示)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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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器人結構 

    車輛完成之結構(如圖 4、圖 5所示) 

      
圖 4                                   圖 5 

(四)實際實施 

    本次研究需要機器人向前走至第一得分點，並在的分點中停留到指定的時

間，接著需要機器人後退右轉至下一個得分點，但在此路段會有一堵牆擋住去

路，需要機器人在移動中移動得很精準，所以本研究運用了主機的陀螺儀，使

機器人行走的更加精準，在移動到第二得分點並停留指定時間後，將會有一段

路途需要機器人自主循跡到達下一得分點，並停留指定時間，然後感應帶有隨

機顏色的珍珠板，再移動到所對應顏色的方格內，為了解決此問題，本研究採

用了顏色、光線感應器來解決問題。 

伍、結論 

    本研究用此機器人，參加了 2024工業機器人競賽(Industrial Robot 
Competition)自主移動機器人(高中職、大專混齡組)，並在此次比賽當中從各路

好手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佳作的成績，也證實了本研究的城市基礎以及機器人

設計是相當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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