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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102 年 11 月 14 日到 18 日期間，由陳昭亮老師指導的蔡瑞桓、施名鴻和

簡維辰三位同學組成的競賽團隊前往印尼雅加達參加 2013 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

大賽。 

機器人競賽，包含賽前測試、教練會議、與 4 個梯次的競賽，過程中隊員皆

小心翼翼並盡全力準備比賽，把握任何可以測試的時間將機器人的性能調整至最

好，除了做機器人的賽前測試以外也幫主辦單位修正不少比賽場地的問題，第一

輪競賽順利以最高分進入八強，之後再經過三回合的競賽，集中精神於比賽流

程，終於取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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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團隊於今年(102)九月份參加國內所舉辦的 WRO 大專組全國賽，榮獲第一

名佳績，取得參加十一月於印尼雅加達舉辦之 WRO 2013 國際賽參賽資格，便積

極進行研發世界賽用機器人，希望能一舉榮獲國際賽大專組之首獎，為國爭光，

即為我們所努力之目標。 

WRO 2013 (World Robot Olympiad, 2013 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大賽)，是由 
Mikrobot 主辦、LEGO education, National Instrument 等廠商協辦的國際性機器人

實作競賽，其中包含國小組、國中組、高中組、大專組、足球賽、創意賽，極富

教育性與挑戰性，對於各年齡層的工程實作能力培養有很大的幫助。往年皆只有

國小組到高中組織競賽類別，今年則是首次將大專組納入正式競賽項目。 

此次比賽的大專組包括來自中國、哥斯大黎加、丹麥、埃及、德國、香港、

印尼、日本(2 隊)、馬來西亞、墨西哥、秘魯、菲律賓、台灣(2 隊)、泰國(2 隊)、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2 隊)的隊伍，共計 19 隊，本次競賽名稱為「火星任務」，各

隊伍賽前製作完畢的機器人須移動定位至場地上三座工廠機構取球、依照顏色將

球分類並運送至不同工廠及銀行結構來得分，工廠一存有 2 紅球 4 藍球，放入紅

球得 40 分、藍球 20 分，工廠二存有 4 紅球 2 藍球，放入藍球得 40 分，紅球 20
分，工廠三存有 3 藍球 3 紅球 1 黃球，放入紅、藍球得 10 分，將黃球放入銀行

則可得 100 分，若在 5 分鐘內進入停止區內停下則剩下時間以秒數計算加入總

分，若超過 5 分鐘則只計算放球分數。 

經過三天之賽程，本團隊果然不負眾望，以完整與穩定為前提所設計出之機

器人，一路過關斬將，終於獲得此次國際賽大專組之冠軍。 

過程 

14 日抵達印尼雅加達，15 日進入比賽會場進行賽前測試與機器人調校，蔡

瑞桓協助主辦單位修正比賽場地機構的組裝問題與固定場地結構(圖一)，包含機

構組裝錯誤修正、提高場地標線黏貼位置精準度、固定場地中間隔牆和固定場地

位置防止移位等，簡維辰量測比賽場地尺寸參數(圖三)，包含機構高度與位置尺

寸、標線位置、地墊尺寸、磁場方向數值與顏色感應器數值等，施名鴻輸入各項

參數(圖二)，利用工程軟體計算並將之最佳化，將軟體計算結果輸入至機器人程

式編輯軟體 LabView 並進行詳細檢查，隨後進入比賽場地進行機器人實地測試

與程式除錯、微調(圖四)，期間蔡瑞桓與簡維辰參與教練會議與各國隊伍及裁判

討論比賽規則。 

16 號上午本隊三人共同做機器人的實地測試(圖五)並由施名鴻做程式軟體

的微調與最佳化，下午進行第一輪比賽(圖六)，本隊順利以最高分數晉級 8 強賽，

在時間壓力暫時緩和的同時，三人不忘把握機會與各國參賽選手交流，提升外語

應用能力與國際觀，晚上蔡瑞桓及簡維辰二人進行機器人測試並由施名鴻微調參

數，持續將機器人的程式參數調整至更佳的狀態。 



4 
 

17 號早上在本團隊三人討論最後策略並決定好程式參數之後(圖七)，進行賽

前測試，接著進行緊湊的 8 強賽、4 強賽、以及冠軍賽(圖八)，期間三人專注進

行比賽，始終如實執行先前所討論的比賽動作標準作業流程，將失誤率降至最

小，終於在冠軍賽取得冠軍成績。 

比賽結束之後除了與外國人討論交流(圖九)以外也接受中央社媒體的採訪

(圖十)，在頒獎典禮時上台領獎(圖十一)，為國爭光。 

心得及建議 

蔡瑞桓 

這次比賽看到很多其他不同隊伍的設計是我們所意想不到的，這讓我們見識

到更多不同的機器人設計方式。在練習期間與不同國家的人進行交流，更是對語

言溝通技巧經驗有提升，同時也感受到各國參賽者的友善與實力，另外由於大會

組裝的場地機構有瑕疵，所以花了很多時間幫他們修，修好、調好精度對於各個

參賽隊伍的機器人的運作來說會更穩定且更公平。 

 比賽這幾天，其實精神是完全緊繃的，即使每天弄到很晚，隔天又要很早

起床，為了比賽還是得保持全神貫注，以最高的標準把所有細節都顧及到。 

跟其他隊伍比起來，我們其實算是贏在完整性與穩定性，在軟硬體方面設計

縝密且製作完善，比賽 S.O.P.也確實執行，但是從其他隊伍身上我們看到了更高

的技術性與更簡潔的解決方案，如此顯示我們的背景知識、技術與經驗還是不如

人的，在未來接班人的訓練上，如果不提高水準，就不保證能夠拿到很好的成績，

所以未來必須讓接手的人能夠青出於藍，將能力達到另一個層次，工程領域的東

西是玩不透的，新極限永遠可以再被創造。 

比賽是一個讓人能夠把實力與付出呈現給大家的一個方式，而實力是需要

花時間與精力去培養的，準備比賽也需要很多努力，所以熱情是很重要的，做一

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到符合自身能力水準的責任感也是，希望未來能夠找到有熱

情、責任感的學弟妹接手，再創佳績，同時也希望未來還能夠參加其他競賽以提

升能力、增加經驗並豐富人生，希望學校能夠多提供相關資訊與資源協助比賽團

隊的培育。 

施名鴻 

看過 2 次比賽，看過各大學的機器人，我必須說好可以更好，雖然這次拿了

第一，難保下次。從這次比賽中，我看到許多我們還沒做到的、沒想到的、需改

進的而別人做到了，僅因我們做到"準確"而得了冠軍，只要別人做到與我們相同

的事，這比賽就沒那麼容易了，比賽的對手會越來越強勁，雖然我們並沒有打算

參加下一次比賽，但我們還是要努力，把我們經驗傳承並讓下一屆超過我們。 

WRO 是個不錯的比賽，對大一生算是一個實現自我，表現才能的舞台，提

早認識專題，設計程式，以及團隊合作，對課程幫助大，也是一個認識各個大學，

國家的創意、特色的機會。希望學校能鼓勵、幫助參與類似性質比賽的學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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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不希望將此比賽，列入專題或給予學分，把機會給真的想做比賽的學生。我

們想把我們經驗傳承，希望下屆能有亮眼成績。 

簡維辰 

這是我第一次代表國家出國比賽，參加國際奧林匹克機器人大賽，

也是千載難逢之機會，在這次的機器人比賽中，除了比拚機器人的得分

數外，還有機器人之設計與創意，各國所設計的機器人各有特色，有的

隊伍將機械手臂做的像是挖土機的手臂，有的隊伍則是利用多個萬向輪

來轉向。 

儘管大家的設計都不大相同，但是當比賽進八強時，是採取淘汰制

的，所以機器人的穩定性顯得分外的重要，有許多隊伍進入前八強後，

往往因為穩定性的問題而遭到淘汰，這次的比賽也因我們隊伍的機器人

穩定性高以致於能夠過關斬將比到最後獲得冠軍。 

這次是第一屆大專組比賽，所以各隊在規則與場地上問題很多，比

賽前的測試，也因場地佈置的問題，所以每隊在測試與設定數據時，常

有機器人暴衝或是失控的情形，情況頗糟，我們也不例外。但幸運的是，

我們之前在做測試時也經常發生類似的問題，所以這些類似的問題來到

我們手上我們會從容的將之解決，而不是慌了陣腳，開始 try and error，
因為會浪費掉很多時間，最後的結果有時甚至不如預期。 

從這次的比賽中，讓我學會了團體解決問題的方法，當在解決問題

時，往往會因為每人看法不同，而有不同的意見，所以採納並統整大家

的意見是很重要，再藉由評估選出最好的解決辦法，雖然效率稍微低了

一點，但可避免不必要的衝突而使原先的進度 delay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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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集 

圖一、比賽場地機構之維修 圖二、機器人程式之調校 

 

圖三、場地尺寸參數之測量 圖四、機器人實地測試 

圖五、機器人實地測試 圖六、機器人比賽進行中 

  
圖七、機器人程式與比賽策略討論 圖八、機器人即將上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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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與各國隊伍交流  圖十、賽後接受媒體採訪 

 

圖十一、上台領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