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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導論 
(1.) 前言 
曾經有㇐篇國外的研究，指出現今有㇐半以上的工作及職業將被機器人所取代，隨著科技的日

新月異 ，我們深信這樣的未來已在不遠處。從現今有的新科技我們能略知㇐二未來有多少可

能的職業將被取代， 我們決定以自己的方式來做出㇐個現有的科技產品，其中㇐個不可或缺

的決定因素是，此科技在未來仍有㇐定的地位。 

 

(2.) 研究動機 
我們決定以自動倉儲系統為我們的專題主題，認為現今的工廠及宅配的倉儲中，仍有些工作可

被機器人更普及地取代，比如貨物放置，貨物分配，貨物運輸，目前這些工作仍是由人在處理。

工廠及倉庫處處是堆高機的身影，若是這些堆高機能透過㇐個自動系統去存放貨物，便能省去

人為的操控及失誤。 

 

(3.) 研究目標 
分析目前市面上自動倉儲系統所具備的功能，並整合我們在高職三年所學的電工機械(步進馬

達、伺服馬達)，以及程式控制(Arduino)，完成這次的專題，藉此了解自動倉儲系統的功能及

研究未來發展方向。 

 

(4.) 工作分配 
硬體組裝：曾奐勛、魏廷翰 

程式撰寫：史昇祐、施佳文 

電路接線：施佳文、魏廷翰 

文書撰寫：史昇祐、曾奐勛 

資料整理：曾奐勛、魏廷翰 

材料購買：史昇祐、施佳文、曾奐勛、魏廷翰 

 



 

 

貳、 研究方法 
(1.) 研究步驟  
 
  

確定目標 

蒐集相關資料 

硬體設備購買 撰寫程式 

硬體組裝 程式測試 倉庫模型製作 

整合與測試 

報告撰寫 

研究結束 



 

 

 

(2.) 研究系統架構  

Arduino 

(主 CPU) 

感測元件 

控制元件 

超音波 

伺服馬達 

步進馬達 

控制

元件 
 

手機

程式 

  (3.)  研究元件探
(1.) Arduino 版 

可簡單地與感测器，各式各樣的電子元件連接，

如红外線、超音波、熱敏電阻、光敏電阻、伺服

馬達…等。 

支援多樣的互動程式，如 Adobe Flash, 

Max/MSP, VVVV, Pure Data, C, Processing…

等。 

使用低價格的微處理控制器（Atmel AVR）

（ATMEGA 8,168,328 等）。 

USB 界面，不需外接電源。另外有提供直流（DC）

電源输入。 

 

(2.) 超音波模組 

超音波感測器是由超音波發射器、接收器和控制

電路所組成。當它被觸發的時候，會發射㇐連串 

40 kHz 的聲波並且從離它最近的物體接收回

音。超音波是人類耳朵無法聽見的聲音，因為它

的頻率很高。 
 



 

 

 
  

(3.) 伺服馬達 

伺服馬達具有轉速控制精確穩定、加速和減速反

應快、動作迅速，而 SG-90 是㇐款比 MG-90 體

積更小的伺服器馬達。常用於:遙控飛機、自走車、

遙控直升機 

 

(4.) 藍芽模組 

無線藍芽通用模組是㇐個簡單易用的藍芽模組，

透過簡單的 UART 指令控制 Tx 及 Rx 對其他已

連線的藍芽設備做資料的傳送與接收。可無線傳

輸各種資料，作為遠端遙控的訊號發射與接收器

使用。 

 

(5.) 步進馬達模組 

ULN2003 在電子電路里的主要特點是大電流容

量和高電壓輸出。常作爲驅動器使用，每組達林

頓對管可並聯使用以達成更大的電流容量，甚至

可以幾顆積體電路晶片堆疊並聯使用。步進馬達

㇐般需要驅動器件有大電流輸出的能力，而微控

制器等小電流的積體電路是不能直接驅動馬達

的，因此可用作步進馬達的驅動器。 
 

(6.) 步進馬達 

步進馬達(Stepping Motor)在工業社會越來越重

要，尤其是應用在電腦週邊的機會愈來愈多，如磁

碟機，印表機及繪圖機等..都是用步進馬達來做驅

動裝置。步進馬達有正反轉和步進的功能，將其旋

轉的角度換算為距離，如此定點控制非常方便。



 

 

參、製作過程 

(1.) 電路接線 
先以麵包進行接線，才能進行程式測試，如下圖所示 

 

(2.) Arduino 程式撰寫 

 

 
 

初始宣告 



 

 

 

 

 

  

Setup 區宣告 

副程式區 

超音波副程式 

監控副程式 



 

 

 

 

步進馬達副程式 

主程式 

從手機接收訊號並傳

送字元到 ARDUINO 

 



 

 

 

 

 

當按下 A 時 執行

此串程式 
註:因程式太過龐大且大同小異，故只放區

域 A供參考。 

 



 

 

 

 

  



 

 

 

(3.) 手機控制 APP 撰寫 

 

APP 介面示意圖 

APP 程式撰寫 



 

 

 

 

  



 

 

 

(4.) 電路整合 

  將會用到的模組整合到㇐塊電路板上並雕刻成型 

電路板電路繪製 

電路板版型繪製 



 

 

  

電路板完成品 

電路板接線並測試 



 

 

 

(5.) 車身主體 
  

車輪以工藝用泡

棉割出，再包覆砂

紙以增加摩擦

力，黏上木頭和車

身結合。 
 

升降臂以工藝用

木板進行簡單製

作，中方簍空的洞

為伺服馬達轉軸

插入用。 
 



 

 

  

將車輪接

上步進馬

達，用熱溶

膠進行黏

合。 
 

用工藝用木板將車體做出，進行組裝。 
 



 

 

 

(6.) 模擬倉庫製作 

 

 

 

(7.) 模擬貨物製作 

  

用 PP 版及膠帶進行簡單黏接，並進行編號。 
 

用 PP 版以

工字型製作

並以膠帶黏

接，再進行

編號。 
 

 



 

 

肆、問題與解決方法 
(3.) 走行過程分析 
我們發現，其實用手工割的車輪，在大小上很難完全㇐致，導致車在行走時很難走直線，但是

靠著增加輪胎砂紙的厚度來改變輪胎大小，在經過多次測試後，終於成功讓輪子大小非常接近，

也可以讓自走車行走的路線非常接近直線。 

(4.) 場地模擬 
㇐開始我們打算直接用地板再用 PP 版做牆來模擬工廠的環境，但我們發現如果直接用地板來

當牆，會有地板凹凸不平導致自走車無法走直線的問題出現，最後我們決定再另外購買 PP 板

來製作地板。  

 

伍、結論 

從 google 公司在研發自動行駛的汽車我們便能知道，人類的未來正朝著自動化的方向前

進，而我們運用在大安高工的知識及學到的技術研發出屬於我們的自走車。在未來，我們

會學到更多科技及程式，屆時我們也能運用這些知識研發出更好的自走車，人類的發展正

朝向自動化邁進，而自動控制及自動搬運等系統，也是未來工業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部份，

相信在未來，在科技蓬勃發展的帶領下，自動化的工程會越來普及，人力的需求會越來越

減少，未來期許我們能學到更多自動化的相關知識，研發出更完善的自動化系統 

  



 

 

陸、致謝 

這次的專題製作是經過㇐番波折及挫敗，由汗水與淚水交織出的作品。過程中團員們不禁

要在準備大考的時間中㇐邊準備此次報告，也要為此次作品中閱讀更多書籍，吸收更多知

識，這無疑是件好事。很感謝學校的老師給我們這個機會能接觸到在課程中尚未學習到的

知識，願意不厭其煩地給我們指導及協助，所謂「教學相⾧」的道理在老師身上可見㇐斑，

充實了我們的知識也累積了我們的競爭力。最要感謝的是我們的指導老師──葉育廷老師。

在準備的初期，能夠非常有耐心的回答我們任何問題，且給予我們許多資源、書籍、告知

成品的可行性等，可說是最大的功臣與助力。也要感謝所有在電機科的老師們，感謝你們

總是能解答我們的所有問題，提供作品的輔助工具及作品建議，給予我們㇐個良好的環境

可以製作此次的專題報告，最後要感謝其他組別的同學，在準備過程中能給予幫助，我們

這組在這敬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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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