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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旨在以用擠壓原理使球能夠擠進我們的機構凹槽內，以達到我們撿球的

目的，機構結合腳踏車，一方面可以健身另一方面又可以撿球，更重要的是環保，不

需借助任何的燃料，只需依靠人力踩動腳踏車，使其擠壓撿拾而掉入收集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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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論 

      本專題參考網路上的撿球器進行改良，高爾夫球場的撿球器會 使撿球的人花費

很久的時間再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把網路上的構型改造一下再加上腳踏車就可以讓撿

高爾夫球變得很輕鬆 

 

   台灣腳踏出起源臺灣腳踏車的傳入始於日治時代，有沿襲日語稱「自轉車」，亦有

稱「鐵馬」[2]。1898 年，日本第一家自轉車工廠「宮田製銃所」將國產腳踏車呈獻皇

太子，零星腳踏車進口臺灣。1900年 10月 5日的報紙還將自轉車車禍刊載，相關廣告

也開始出現於報章雜誌，當時位於臺北市北門街（今北門路）的鐘錶店「樫村支店」，

亦經銷自轉車，顯示一般民眾已視為交通工具，甚至組織「遠乘會」騎車遠足，價格

方面，美國進口要比日本便宜。 

1905年 9月，臺灣史上第一個被偷腳踏的車主顏振聲新聞被報紙披露。依據總督府

統計，1930 年代，臺灣每三戶就有一輛腳踏車，相當普遍，當時的照片也顯示商店街

的「亭仔腳」隨處可見購物或運送所騎乘的腳踏車停放。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自

行車」、「腳踏車」用詞方傳入臺灣，一般民眾稱鏈條脫落的狀況為「落鏈」（台語

發音）。1990年代，臺灣成為全球製造腳踏車的重要生產地之一，市占率超過 50％。 

 

    高爾夫球起源高爾夫，又稱高球，高爾夫球，歌爾夫球，高而富球，俗稱小白球，

是一種室外體育運動。個人或團體球員以高爾夫球桿將一顆小球打進果嶺的洞內。使

用杆數較少者獲勝。大部份的比賽有 9 洞或 18 洞一般認為現代高爾夫球起源於 15 世

紀的蘇格蘭[4]，今日的高爾夫球 18 洞制度亦由蘇格蘭制定，當地亦有全球最歷史悠久

的高球會，被視作蘇格蘭國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8%A1%8C%E8%BB%8A#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1%8F%E6%8C%AF%E8%81%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4%E8%82%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5%B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6%A0%BC%E8%98%AD


 

7 

 

 

    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是由許多的球洞組成，每一個球洞都有發球檯，發球檯前

有有二個標誌說明發球檯的範圍，此外還有球道、長草、其他障礙、在球洞附近的果

嶺、球洞及標示球洞位置的旗子。高爾夫球場長草的程度會影響比賽的難度，在果嶺

附近的草會特別養護，以便球可以在草地上滾動。有些球洞可以從發球檯直接看到球

洞，但有些則會設計為左彎或是右彎，類似狗的腿，因此稱為「狗腿洞」，有些球洞甚

至在中間會有二次的彎曲，稱為「雙狗腿洞」。標準的高爾夫球場會有 18 個球洞，不

過 9個球洞的球場也常常見，18個球洞可以用 9個球洞重複二次來達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88%BE%E5%A4%AB%E7%90%83%E5%A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C%E7%90%83%E5%8F%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0%83%E9%81%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5%B7%E8%8D%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A%9C%E7%A4%99_(%E5%93%A5%E7%88%BE%E5%A4%AB%E7%90%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5%B6%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5%B6%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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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製作原理 

    高爾夫球撿球車的原理我們的構型使用一種柔軟又有韌性的材料，然後再結合在

腳踏車上面，變成了高爾夫球撿球車，可以一邊健身一邊撿球。 

2.1 研究動機 

  現今的高爾夫球場在撿拾所用的機具都是以石化燃料作為動力來源，既不符合現今

全球所提倡的節能減碳環保零汙染，且操作者長時間的坐姿容易導致腰酸背痛，所以

我們的這項研究是為了響應環保議題及健身功用的這兩大方向下，進行專題研究。 

 

2.2 研究方向:  

參考現今全台的各大高爾夫球場所使用的高爾夫球撿球車，都是使用有汙染環境

的動力車，及提升撿球的效率，想藉此機會改變一下它的撿球車器材。 

 

2.3 研究目的 

    為了響應節能減碳，藉此從高爾夫球撿球車來改變一下，既可撿球又可健身，更

可以達到零汙染標準的撿球車，是個不錯的選擇。使用者在操作上不僅不會枯燥乏味，

又可以增添幾分樂趣，雖然在撿球方面上可能不比一般動力車效率來的好，但至少能

達到減能減碳的目的且有運動健身之功用的撿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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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架構流程 

             

 

2.5 時間進度表 

 

本專題研究內容共分為資料收集及研究、模型設計、畫圖規劃、SolidWorks繪圖、

模型製作、測試模型、實驗計算數值之整理、實驗數據分析與比較、結案報告撰寫與

製作等 9項，各工作項目時程進度如下圖所示。 

開始 

討論題目 

收集資料 

製作模型 

測試撿球效能 

專題製作完成 

資料整理編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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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計畫進度管制圖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月 次 

 

工作項目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1.資料收集及

研究 

         

2.模型設計 
         

3.畫圖規劃 

         

4. SolidWorks

繪圖 

         

5.模型製作 
         

6.測試模型 
         

7.實驗計算數

值之整理 

         

8.實驗數據分

析與比較 

         

9.結案報告撰

寫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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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工作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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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製作過程 

    撿球機構是參考現今各大高爾夫球場的撿球機來改良的，為了響應環保議題而製

作的撿球機構 

3.1 構 想 圖 

 

圖表 2 構想圖 

 

圖表 3 撿球機構局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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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實品成果 

初期試驗 

          

 

 

圖表 4 測試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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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 固定方法 

3.3 組裝測試 

                固定高度及支架製作，泡棉膠撿球測試 

 

圖表 6 固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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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支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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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8 組裝撿球機構 

3.4 成品 

        撿球試驗完畢 

 

圖表 9 成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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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結果討論 

優點: 

1. 可以節省能源，無須任何的石化燃料 

2. 使用者既可以健身又可工作一舉兩得 

3. 符合目前世界提倡的節能減碳 

缺點: 

1. 撿球速度比起一般的動力車慢了許多 

2. 撿球效率較慢 

3. 使用者可能也覺得使用上既勞累又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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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未來發展 

 

未來可持續製作方向? 

                       未來的發展主要是以改良前輪兩側的撿球機構及增加後輪兩側撿球機構，

在實體上的凹槽可能需要加以修改尺寸及外型，提高撿球效率，至於速度方面，如果是以人力的話當

然無法與機械動力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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