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2023年花蓮縣夢想起飛-第 10屆青少年發明展」作品摘要說明表 

作品名稱  腳踏車遠端減速器  作品編號 
1121A5059  

(此編號由官網系統自動產生)  

學級分組  ■國小組  □國中組  

參賽組別  □國中 A組  □國中 B組  ■國小 A組  □國小 B組  □國小 C組  

參賽類組  

※作品類組於報名後不得更改之，請再次確認。  

□災害應變   □運動育樂   □農糧技術  

□綠能科技   ■安全健康   □社會照顧  

□教育     □高齡照護   □便利生活  

作品規格  長：10 cm  寬：7 cm  高：4 cm  重量：0.45 kg  

上限為長 90cm、寬 60cm、高度不限；重量上限為 10公斤，若超過上述限制，可利用模型代替之  

摘要說明 

一、作品名稱：腳踏車遠端減速器 

二、作品內容與參賽類別的關聯： 

（一）作品參賽類別：安全健康 

（二）關聯性：本作品可供家長（照顧者）在陪伴初學者或是幼童

騎乘腳踏車時，透過遠端遙控將腳踏車降速，避免因操控剎

車不熟練而發生意外，並可在即將發生碰撞或偏離安全區域

時減速或煞停，提高騎乘腳踏車的安全。因功能注重在腳踏車騎乘時的安全性，故本作品屬

於安全健康類別。 

三、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研究成員家中有就讀幼兒園的弟弟，弟弟練習騎腳踏車的時候，因為手掌大小與力量尚不足以

操控剎車功能，常常失速衝撞造成危險。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了很多有關兒童腳踏車事故的新聞，覺

得兒童騎車的安全非常重要，其中一則新聞是因為大人的疏忽讓小孩被另一位兒童騎乘的腳踏車撞

到；另一則是在花蓮發生的資源回收車和小朋友腳踏車發生的擦撞事件，這兩則事件都造成兒童重

傷的嚴重後果，因此凸顯照顧者在孩童騎乘腳踏車時的警覺性十分重要。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是保護兒少安全的民間機構，根據基金會的資料顯示，兒童死亡比例

最高的原因通常是交通事故，而不熟練腳踏車騎乘技巧的騎士，也可能在騎乘過程中因為路況、地

形、週遭事物等條件快速改變時，因緊張而遭受危險或危及他人。 

為了保護所有腳踏車駕駛及周圍的用路人，我們希望改善幼童騎乘腳踏車的安全性，研發一個

可以讓家長或是照顧者使用的腳踏車遠端減速器，在緊急時刻可以遠距操控減速器，讓腳踏車逐漸

降速，且不會因為瞬間煞停而瞬間失去平衡的機構，有效提升騎乘腳踏車的安全性。 

四、作品效用與操作方式： 

（一）作品效用：本作品是一個可固定在腳踏車車架叉管上，並可透過紅外線或無線網路控制的減

速機構，當騎乘者之照顧者判斷騎乘者的速度、方向、環境有危險時，可立即透過遙控器發



送紅外線訊號，或利用手機藉由網路訊號啟動進行減速，可避免發生事故，改善騎乘腳踏車

的安全性。 

（二）操作方法： 

1.安裝：減速器外殼下方有兩個弧形支架，安裝時透過鎖緊弧型支架兩側螺絲，使弧形支架可以

穩定的固定在車架叉管上。 

2.驅動：透過行動電源以 USB連接 ESP32提供電源。 

3.操控及距離限制： 

(1)以紅外線遙控器操控減速器，有效距離達 10公尺； 

(2)以無線網路透過平板操控減速器，有效距離達 12公尺。 

五、作品傑出特性與創意特質： 

（一）安全減速設計：本作品能有效且逐漸降低車速，不會因為瞬間急煞而產生車輪鎖死、翻覆、

偏移、失去平衡…等狀況。 

（二）提升腳踏車騎乘安全至二級預防階段：目前腳踏車騎乘安全措施與建議，均以加強個人安全

防護裝備或事前計劃的初級預防為主，前者如：配戴安全帽、反光背心，以及腳踏車加裝安

全配備，包含頭燈、尾燈、反光條、車鈴…等；後者如：騎乘路線探查、行車前安全檢查

等。而針對騎乘技巧不熟練的騎乘者，我們主張將其安全性提高至二級預防階段，也就是必

須藉由照顧者的安全維護，搭配腳踏車遠端減速器，提升騎乘安全。 

（三）通用夾具適用於各種規格車體：本作品使用之夾具能安裝於各種尺寸的腳踏車叉管與車體

上，除了可安裝與腳踏車後下叉管外，也可安裝與後上叉管，安裝通用性高。 

（四）本創新產品不需更動原剎車系統：腳踏車剎車系統有相當多樣式，市面上目前無此類別的產

品，本作品不需要更動原本的剎車系統，以外加方式進行減速，可以適用於任何剎車系統的

腳踏車。 

六、其他考量因素 

（一）適用於有需求之騎乘者：運用於安全照顧時，適用對象為騎乘技巧不熟練的騎乘者，因此不

限定於幼兒孩童，騎乘技巧不純熟的孩童、青少年與成年人亦可使用。 

（二）可運用於自行車訓練：減速功能可模擬騎乘過程遭遇不同程度阻力，由騎乘者或訓練夥伴遙

控調整阻力程度，因此在不改變輪胎規格、騎乘環境、訓練地點等條件下，增加騎乘訓練的

變化，使訓練多元化。 

七、作品製作歷程說明 

我們的作品製作歷程主要分為三大階段：「研究準備階段」為團隊討論研究主題，確定研究的

目的；「資料蒐集階段」則使用文獻分析法，閱讀相關的資料，接著利用訪談法，訪問腳踏車材料

行的老闆，瞭解需要注意的事項；「實際研發階段」採用行動研究進行減速器製作，經過數次的計

畫、行動、執行、反思歷程，研發便於安裝在腳踏車上的減速器，最後完成腳踏車遠端減速器。

 
 



（一）研究準備階段 

   

圖 1.研究主題聚焦 圖 2.觀察腳踏車剎車系統 圖 3.操作煞車系統如何作動 

（二）資料蒐集階段 

1.文獻分析：透過閱讀文獻了解可能需要的硬體設備和機電整合技術 

（1）硬體：包含腳踏車構造、煞車設計、磨電燈的原理。（2）機電整合技術：包含 arduino、

減速馬達、紅外線遙控器、程式撰寫。 

2.訪談專家：訪問自行車材料行老闆 

（1）更實際認識腳踏車的剎車系統及相關煞車材料。 

（2）將減速器的想法與老闆分享後，獲得肯定的回饋，擬定後續設計方向。 

3.決定安裝位置： 

經過文獻閱讀和專家訪談後，我們初步決定透過紅外線遠端遙控減速器，而安裝減速器的

位置，我們歷經三次討論，最初考量安裝在後剎車右側，後來也思考過車龍頭的中央位置，最

終決定安裝於左側後叉管上，因為安裝在後下叉管具有以下優點：  

（1）重量平衡(體積小) 

（2）直接控制車輪 

（3）不干涉原本的煞車功能 

（4）不容易被撞擊 

（5）不干擾雙手控制方向 

（6）適用於各種規格的腳踏車 

（7）啟動快速 

（8）後下叉管的尺寸相對少變化 

   

圖 4.認識剎車塊 圖 5.專家介紹腳踏車構造 圖 6.嘗試剎車系統的運作 



   

圖 7.討論決定安裝位置 圖 8.嘗試操作紅外線控制裝置 圖 9.和指導老師討論機電整合方式 

（三）實際研發階段 

我們選擇 ESP32開發板進行機電整合，針對減速馬達、遠端操控設備、固定方式與減速機構進

行修正討論。 

1.減速馬達： 

起初選擇 SG90，但其耐用度不佳，因此最終決定改採 N20減速馬達加上 L9110S晶片控制

減速馬達，並採用橫向方向放置。 

2.遠端操控設備： 

我們選擇紅外線感應模組與無線 WiFi控制兩種方式進行比較：  

 紅外線感應模組 無線 WiFi控制 

程 

式 

碼 

 

 

 

 

優勢 
直覺操作不需額外手機平

板 

連線穩定，可透過手機啟動 

劣勢 
容易因障礙物阻擋無法立

即啟動 

操作環境需維持在同一無線網域，如更換熱點就需要重

新進行燒錄，對使用者並不友善 

考量使用便利性，我們最終選擇紅外線控制。 

 

 



3.固定方式 

（1）Tinkercad繪製減速器外盒及扣具：研究團隊利用 tinkercad繪製扣具與外盒，但因不同廠牌或

型號的腳踏車後叉管粗細與剖面都不同，雖曾透過「手銬」的方式設計扣具達到快速固定的效

果，但是仍不理想。 

（2）自製外盒搭配現成夾具：最終採購現成腳踏車夾具，並搭配研究團隊繪製之減速器外盒，以達

適合 ESP32等晶片大小，且能固定 N20減速馬達的基本要求。 

4.減速機構 

（1）減速馬達：我們一開始使用減速馬達轉動減速零件，使減速零件前端的裝置貼近腳踏車後輪產

生阻力達成減速，但測試好幾次之後發現，每次啟動馬達時，起始的角度均會產生誤差，所以

不一定能順利讓裝置貼近車輪產生摩擦力。 

（2）改用 N20馬達連接塑膠管：透過正轉與逆轉推出與收回減速零件，但啟動效果慢，最後決定將

減速零件水平方向安裝，N20馬達轉動時透過齒輪轉動推出與收回齒條的方式進行減速。 

5.目前作品：目前已完成的作品如圖 20。 

   

圖 10.研究團隊使用 Tinkercad

討論並繪製減速器外盒 

圖 11.研究團隊繪製出的減速器

外盒 

圖 12.運用 ESP32、馬達驅動模

組及 N20馬達設計減速器 

   

圖 13.將減速器安裝在後下叉管

上，測試是否會阻擋腳踏板的

轉動空間 

圖 14.研究團隊運用 Arduino調

整 N20馬達的正、反轉時間 

圖 15.測試並記錄紅外線感應控

制的有效距離 

 



圖 16.減速器外盒設計圖 

   

圖 17.經測試 N20馬達的轉軸直

接安裝煞車皮會大幅提高馬達

的耗損 

圖 18.研究與調整 N20馬達推進

煞車皮的方向與角度 

圖 19.預計增加齒輪結構，修正

N20馬達推進煞車皮的方式，降

低馬達的耗損 

 

圖 20.目前完成的「腳踏車遠端減速器」 

八、相關專利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