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2021年花蓮縣夢想起飛-第 8屆青少年發明展」作品摘要說明表 

 

作品名稱 輪椅的第三雙眼 作品編號 1101A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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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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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糧技術  □運動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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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cm 

寬：           

45cm 

高：           

5cm 
重量：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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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作品名稱: 輪椅的第三雙眼 

 

2.作品內容與參賽類別的關聯:我們的作品參加的組別是「社會照顧」，對於肢體障礙

或是有些高齡使用輪椅的人士，提供更方便與安心的使用條件，幫助到使用輪椅及協助

輪椅推動的人。尤其前方遇到障礙物會有提示，後方更會立即警示，確保安全；讓推的

人安心，坐的更人安全，路人更警覺，還有即使不小心撞到東西也能不會受到傷害。 

 

3.作品設計/創作動機與目的： 作者曾經去家人工作的地方，跟姐姐玩過輪椅，坐在

輪椅上，東轉西轉很好玩。不過，姐姐常常一個轉彎， 就使得作者放在腳踏板上的腳，

撞到東西。每當撞到時，姐姐就會說：「啊！對不起，我沒看到你的腳……」，這個經

驗，讓作者深深警惕到：「輪椅怎麼這麼危險啊！」如果能完成一個讓真正使用輪椅的

人士更方便的設計該有多好呢。 

       後來作者在車上，看到當旁邊的車子靠近時，後照鏡出現閃爍的警示燈；聽到倒車

時，車子發出警示聲，於是突發奇想，如果在腳踏板上，結合車子的閃光警示燈和倒車

雷達，當輪椅在使用時，應該會更安全！ 

 

 



4.作品效用與操作方式 

① 警示性：腳踏板前方裝設前導雷達，當小於安全距離時即發出聲響。 

② 保護性：踏板前方加裝防撞桿，讓坐輪椅的人更安全，後方站立者也能有一件隨前方狀

況自動產生警示效果的背心。 

③ 收納性：能隨著腳踏板收起而跟著收納，或是拆除。 

④ 易拆解：防撞桿及主機設備拆除簡單，可裝在不同的輪椅上。防撞桿裝置在腳踏板 

           旁；前導雷達主機放在輪椅背後的收納袋中，拆卸時只需拔除兩者間的連 

           接頭即可。  

                ⑤ 通用性：防撞桿固定於腳踏板旁，根據輪椅不同的支架寬度，調整環內橡膠皮大小後固

定。警示背心更是輕巧，可以搭配使用者的任何外衣。 

⑥ 價格親民：網路上有介紹許多智能輪椅，有定位，警示、通報等功能，但價格高。             

一般人對輪椅的需求大部分是中、短期，多會採購一般型輪椅或是跟輔具中心

租借。輪椅只涵蓋運載及簡單的防護功能。腳踏板仍存有危險的盲點。我們作

品成本不高，價格親民，可以增加使用者對產品的接受度，提高輪椅安全性。 

 

操作方式-作品使用說明書 

 

本作品使用說明書 

(使用此輪椅前，請先閱讀注意事項) 

 

1.開啟輪椅坐墊時，要小心不要夾到手。 

2.使用輪椅前、後要把防撞桿往上扳，才不會被

絆倒。 

3.防撞桿的材質有一定的耐重性，請勿直接踩在

防撞桿上，以免破壞結構穩定。 

4.頻繁碰撞下防撞泡棉，容易脆弱而影響防撞

性，視需要更換。 



 前導雷達主機接法： 

1.接電源(行動電源；乾電池) 

2.蜂鳴器 

3.左雷達、右雷達感應線 

 

 

作品各部分 效用 操作方式 

前導雷達主機盒 提供雷達感應器、蜂鳴器電

力 

1.前導雷達主機盒依序接

上： 

行動電源(乾電池)、蜂鳴

器、左/右雷達感應器。 

2.將用品裝置袋子內，放置

於輪椅後方。 

可拆式雷達感應線 防呆裝置使兩部分可拆解，

方便收納 

1.將防呆裝置連接 

防撞桿 提早警示(倒車雷達)、防撞

保護、易收納 

 

1.撞感調成適合的長 

度 

LED警示背心 閃爍的 LED燈條警示後方來

車 

 

 

5.其他考量因素： 

 (1) 作品使用說明書： 

    坐輪椅前，要先將防撞桿向上搬，坐上去之後，再把防撞感放下來，這樣才不會讓坐的

人被絆倒。所以，我們在使用說明書上，註明了「使用前、後需將防撞桿扳上」的提醒，增

加輪椅使用者的安全性。而雷達主機的接法比較麻煩，因此，在說明書上，提供了雷達主機

接法的教學圖片，讓使用者更加清楚作品的使用方式。 



  (2)耐重性與耐用性： 

    我們的防撞桿材質，是 PVC管加冷氣保溫泡棉條，材質有一定的耐重性，若直接踩、 

踏或頻繁碰撞，容易造成管子及泡棉的損壞，減少使用期限。若能找到硬性更高的材質、泡

棉密度更高的素材，或許能提供更佳的防撞保護力與耐用性。 

  (3)電力供應: 

    考量到行動電源，不是人人都有，但是超商都買得到乾電池。所以製作兩種可以發動 

輪椅的電源接頭。但因為電壓的關係，使用行動電源，就必須再加裝升壓器來提高電力， 

裝置的設備又多了一個，會提高裝設的困難度。如果能找到兩用型的電池盒(可接行動電 

源、乾電池)，或是將雷達主機電力接頭更換成 USB的連接線，這樣就更能簡易的裝設與適 

用於各式電池。 

 

6. 作品製作歷程說明： 

(1) 腳踏板加長及防護發想： 

    實際坐兒童版輪椅(140~150公分)，發現腳踏板只占人腳板的一半，一半是懸空在腳踏

板外，於是我們想延伸腳踏板的面積，提高踏板的支撐力。另外，在實坐測試時，發現推的

人根本看不到腳踏板處，輪椅使用者的腳前方沒有任何防護，導致在行進間或轉彎時，坐的

人可能會撞到外物，所以想在腳踏板前方增加防撞桿跟感應器，以保護使用者的腳部。  

(2) 腳踏板加長，由巧拼改為 PVC管外加泡棉條： 

    延伸腳踏板的製作，一開始使用雷切剩下來的木片，但是後來發現木片材質太脆弱，一

踩就爆掉了，所以換成塑膠巧拼當延伸的腳踏墊。而在前方加裝防撞擋板時，又發現一個問

題：塑膠巧拼太軟，根本沒有防護力，而且腳放在上面不舒服，因此我們又調整設計的方

式，經過多次的測試，最終選用 PVC管，當成防撞桿支架。原本支架採用三節 PVC管組裝成

弧型，但 PVC管連接處管徑過大，套上泡棉條易卡住，於是將單一條 PVC管加熱後，凹成 L

型，外面再加泡棉條，達到防撞的效果。 

(3) 利用冷氣管外保溫棉條，製作腳踏板前方的防撞檔板： 

    我們先簡單製作一個模型，噴上發泡填縫劑，發現有蠻不錯的泡棉性，可惜不美觀，而

且碰撞時有碎裂情形，加上材質會隨時間變硬；最後到五金行挖寶，找到最符合我們需求的

「冷氣管外保溫泡棉條」，不像市面上孔洞較多的防撞泡棉條，此種泡棉質地細密、厚度

夠，有更佳的防護力。 

(4) 防撞桿上雷達，偵測提醒功能調整：     

    防撞桿上的雷達，只要在一定的距離內，就會發出警告聲提醒大家。一開始在左、右防



撞桿的前側與旁邊，各裝 1個雷達，實際到戶外測試後，發現偵測過於靈敏，前方物體在大

範圍的距離時，雷達就會發出聲響，造成周圍行人的困擾。於是改成左、右防撞桿的轉角

處，各裝 1個雷達，雖然較先前改善許多，但是前方偵測距離還是太遠；後來依序從 1.5公

尺、1公尺往下測試感應距離，最後發現 50-60 公分是最好的警示距離，調整雷達上下的

感應角度後，在雷達感應頭貼上膠帶，來減少感應靈敏度，進而縮短感應警示距離。 

(5) 防撞桿採六分管徑，夾具選用鋁合金材質： 

    因為我們的作品，希望為適用於大多數輪椅的通用型設備，所以防撞桿需要能簡易的裝

設或移除。做防撞桿的過程中，嘗試了很多次，最後發現用 PVC六分管最合適。測試兩種腳

踏車手電筒的夾具當作連接器，一種是塑膠，另一種是鋁合金材質；製作時，發現塑膠材質

耐用性不好，所以選擇鋁合金材質，做為扣在輪椅的連接器。另外，也附上一支六角板手與

輪胎片，讓使用者可以隨意的將裝置鎖在不同規格的輪椅上面，讓使用輪椅的人更方便。 

   

圖 1倒車雷達主機 圖 2電線的連接 圖 3側面易試圖 

 
  

圖 4電線配置(手稿) 圖 5防撞桿(手稿) 圖 6防撞桿 



   

圖 7電線連接(手稿) 圖 8收納時的防撞桿 圖 9防呆裝置 

   

圖 10收納時的防撞桿 圖 11防撞桿 圖 12警示背心 

 

  

圖 13 背心輕巧，方便穿

戴 

  

 

 



7.其他  

其他相似作品與本作品的差異處 

輪椅警示燈

  

搜尋關鍵字:輪椅警示燈 

搜尋結果:輪椅警示燈 

別人的作品 我們的作品 

這個作品把光組件，發光組件係組設

於椅座上；電控組件，電控組件係組

設於椅座的扶手，且與發光組件電性

連接。用者坐於乘坐空間時，可控電

控組件控制發光組件的閃爍及亮滅之

變化，以提供周遭人員及自身清楚辨

識其環境與位置。 

我們的做品不僅可以以聲音的方式

警示，而且推的人身上還身穿著加

裝 LED燈條的設備，具有雙重警示

的效用。 

 

 



 

自發光警示之輪椅結構 

 

搜尋關鍵字:輪椅警示 

搜尋結果:輪椅警示燈 

               自發光警示之輪椅結構 

 



別人的作品 我們的作品 

當自發光警示之輪椅結構移動使主

輪體旋轉時，設置於第一軸樞裝置

內的第一迴轉發電機因而發電而使

第一 LED裝置發光。 

我們的作品是在感應到物體時警示

燈才會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