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車體結構設計 

2. 動力設計 



1. 車體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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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體結構設計 

▪ 為了要使車輛有最好的功能表現，設計車體結構時必

須考慮底盤高低與車體重心。 

3 



底盤與地面間距小 底盤與地面間距大 

底盤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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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車 越野車 

底盤低 

道路不平時易撞傷底盤 可跨越障礙 

穩定性高，不易翻車 重心不穩定、易翻車 

底盤高 



交通安全小知識：抓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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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 

1.兩個互相接觸的物體相對移動時，表面會產生摩擦力。 

2.我們走路時就是依靠腳（鞋子）與地面間的摩擦力才

能向前移動。 

3.若走在溼滑的地面上，則容易因摩擦力太小而滑倒。 



交通安全小知識：抓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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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地力 

1.車輪與地面間的摩擦力，又稱

為「輪胎抓地力」。 

2.通常胎紋越深、橡膠材質越軟

的輪胎，抓地力越強。 



交通安全小知識：抓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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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地力與行車安全 

1.地面溼滑或有砂石， 會使

抓地力下降，易打滑發生

意外，應減速慢行。 

2.應定期檢查胎紋深度，過

度磨損時應即時更換。 



車體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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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車輛的重心會保持在車體中心線上。 

→確保行進時不會偏移、避免兩側輪胎磨損不均。 

▪ 車輛重心位置的安排： 

設計時，盡量左右對稱、將重量置於中央。 

 



車體重心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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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體重心若偏向一邊： 

1.易造成行駛方向偏移。 

2.兩側輪胎磨損不均勻的狀況。 



車體重心高低 

▪ 重心高低會影響車輛的穩定性： 

1.車身越高，則車體重心位置越高。 

2.重心越高，容易在加、減速、轉彎時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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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小知識：過彎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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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高速轉彎時，車體與乘

客都會受到離心力作用，向

外傾倒。 

▪ 離心力太大時，車輛會產生 

偏移、內側車輪懸空、甚 

至失控翻覆。 



交通安全小知識：過彎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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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轉彎時，速度越快、重

心越高，離心力就越大，越

容易發生失控翻覆的危險。 

▪ 因此駕車過彎時，應於彎道

前減速，避免發生意外。 



2. 動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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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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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動使用微型直流馬達

作為越野車的動力來源，

並透過傳動裝置，讓越野

車能順利通過障礙、抵達

終點。 

▪ 馬達：將電能轉變為動能。 

 



馬達使用注意事項 

15 

1. 選擇適當的電池、電池盒： 

▪ 馬達工作電壓：3 ∼ 6 V。 

▪ 乾電池電壓：1.5 V。 

▪ 電源：串聯2 ∼ 4 顆乾電池。 



馬達使用注意事項 

16 

2. 確認馬達旋轉方向： 

▪ 電流方向會影響馬達轉動方向。 

▪ 須依據越野車的實際需求，決定連接方式。 

在轉軸上貼一段膠帶， 

通電觀察馬達轉動方向。 



馬達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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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銲接馬達與電池盒 

▪ 確認連接方式後，銲接馬達與電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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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接準備工作 

1. 電烙鐵通電加熱一段時間，以錫絲碰觸烙鐵頭，確定

已達工作溫度、能熔化錫絲，才能開始銲接作業。 

2. 要銲接的材料固定在桌面或銲接架。 

3. 銲接時會產生有毒氣體，應保持環境通風，並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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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與電池盒銲接 

▪ 銲接流程： 

加熱基材 →給錫絲→銲接→錫絲離開→烙鐵離開 

將導線中的銅線輕扣在

馬達端子孔中。 

將電烙鐵接觸基材，加

熱1～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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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與電池盒銲接 

▪ 銲接流程： 

加熱基材→給錫絲→銲接→錫絲離開→烙鐵離開 

將錫絲接觸電烙鐵，讓

錫絲熔化直到包覆基材。 

移開錫絲、電烙鐵，待

銲錫降溫回到固態。 



銲接時，應將馬達固定於 

銲接架上以利作業。若沒 

有銲接架，可利用尖嘴鉗 

或鋼絲鉗夾持，並於鉗柄 

綁上橡皮筋，即可放置於 

桌面，方便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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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與電池盒銲接 



延伸閱讀 電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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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會轉動的電器均由馬達帶動。 

例如：電扇、洗衣機、果汁機等。 

▪ 購買、使用時，應留意這些電器上的

標示資訊。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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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標示 

1. 額定電壓：讓電器穩定工作的電壓。 

     →此電扇應使用 AC 110 V 的電源。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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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標示 

2. AC 110 V：代表110 V的交流電。 

(1)AC：交流電，由一般插座提供。 

註 電池提供直流電，標示「DC」。 

(2)伏特（V）：電壓單位，家中插座

有110 V、220 V兩種。 

 

110 V插座 220 V插座 



延伸閱讀 電器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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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家用插座提供交流電，而許多電器使用直流電。 

→必須透過變壓器與整流器連接插座電源。 

 （如：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 

▪ 變壓器可調整電壓高低，整流器則可將交流電轉換為

直流電。若將兩者合併，則稱為電源供應器或電源適

配器（AC ／ DC adapter）。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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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標示 

1. 功率：為能量轉換或使用的速率。 

2. 瓦特（W）：功率的單位。 

瓦特數越高的電器，在單位時間內

消耗的電能越多。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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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標示 

▪ 商品檢驗標章︰ 

所有電器商品都要經過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的安全檢驗，檢驗通過後才

能將商品貼上合格標章、上市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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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應用 

▪ 齒輪常用來傳遞動力。 

▪ 不同的齒輪搭配，可改變轉速、運動方向。 

(1) 齒數（T）：齒輪鋸齒的數量 

(2) 外徑（D）：齒輪的直徑 

(3) 厚度（B）：齒輪的厚度 

(4) 孔徑（A）：齒輪的軸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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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齒輪種類 

▪ 平面齒輪為常見的齒輪。 

▪ 將兩齒輪的輪齒互相咬合，傳遞動力。 

平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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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齒輪種類 

▪ 同一個齒輪中同時具有大小不同的齒輪。 

▪ 雙層齒輪搭配不同輪齒，達到增速或減速的效果。 

雙層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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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齒輪種類 

▪ 輪齒形狀類似皇冠。 

▪ 用於改變傳遞動力的方向。 

冠狀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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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齒輪種類 

▪ 輪齒為螺旋形，常用於減速的機構中。 

▪ 可以與平齒輪咬合，達到減速、改變運動方向的效果。 

蝸桿齒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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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速與扭矩 

▪ 傳動的轉速、扭矩與槓桿原理有關， 

「轉速快慢」和「扭矩大小」無法兼得。 

▪ 大齒輪帶動小齒輪可以產生較快的速度。 

→但扭矩較小，可能無法克服摩擦力或難以載重。 

▪ 小齒輪帶動大齒輪則可產生較高扭矩。 

→但速度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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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輪輪轉速與扭矩關係圖 

齒
輪
傳
動
方
式 

大輪帶小輪 

主動 
從動 

主動齒輪轉 1 圈 

→ 從動齒輪轉 2 圈 

16齒 8齒 

小輪帶大輪 

主動齒輪轉 2圈 

→ 從動齒輪轉1圈 

主動 
從動 

8齒 16齒 

輸
出 

扭矩小、轉速快 扭矩大、轉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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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帶輪轉速與扭矩關係圖 

齒
輪
傳
動
方
式 

大輪帶小輪 

主動 從動 

主動輪轉 1 圈 

→從動輪轉 2 圈 

直徑2D 直徑D 

小輪帶大輪 

主動輪轉 2圈 

→從動輪轉1圈。 

主動 從動 

直徑D 直徑2D 

輸
出 

扭矩小、轉速快 扭矩大、轉速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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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齒輪系統製作 

▪ 問題：微型直流馬達的轉速太快、扭矩太小。 

  →無法直接帶動越野車。 

▪ 解決：製作減速機構。 

 以雙層齒輪、鐵釘、吸管來製作減速齒輪組， 

 用來調節扭矩、帶動越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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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齒輪系統製作 

1. 基本製作方式：利用鐵

釘固定雙層齒輪，讓各

齒輪互相咬合帶動。 

鐵釘 

1. 鐵釘要比齒輪的軸孔細，

齒輪才能順利轉動。 

2. 齒輪間的咬合位置應預

留適當空間，避刷卡住

無法運轉，或打滑空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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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齒輪系統製作 

2. 齒輪定位技巧：避刷齒滑動而影響傳動效果。 

→用吸管套入鐵釘中定位，讓齒輪不會左右滑動。 

鐵釘 

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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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速齒輪系統製作 

3. 利用蝸桿減速： 

亦可以使用蝸桿齒輪、

平齒輪來製作減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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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傳遞 

▪ 馬達輸出的動力經過適當調節後，最終要傳遞給車輪。 

▪ 車輛的動力分配方式： 

前輪驅動、後輪驅動、四輪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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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傳動方式的車輛比較 

▪ 特徵： 

動力以「拉」作用於車體。 

直線性較好，行進時不易偏一邊。 

▪ 應用： 

一般汽車較多採用前輪驅動，在

直線道路上高速行駛穩定性較高。 

前輪驅動 

動力傳遞給前輪， 

利用前輪帶動車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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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傳動方式的車輛比較 

▪ 特徵： 

動力以「推」作用於車體。 

轉向性較靈活，較適合載運重物。 

▪ 應用： 

多用於追求運動性能的跑車，具

有靈活的操控性能。 

後輪驅動 

動力傳遞給後輪， 

利用前輪帶動車輛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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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傳動方式的車輛比較 

▪ 特徵： 

車輪可以「前拉、後推」。 

即使有部分車輪打滑，仍有車輪

保有驅動力，幫助擺脫困境。 

▪ 應用： 

多用於越野車與吉普車，以克服

環境障礙。 

後輪驅動 

動力傳遞給四個車輪， 

前後輪均具有動能 



2．2 越野車設計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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