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壹、 前言

臺灣農產品具有多樣優質的特色﹐農業技術更有許多傲視全球的成果﹐但
是臺灣受到國際化、少子化、極端氣候和消費者意識的挑戰﹐農業逐漸面臨缺
工、缺水、食安等問題。資通訊科技的軟硬體設備雖然領先世界﹐但在導入農
產業時﹐卻面臨缺環境大數據資料、缺田間管理模式及產銷系統整合不足等缺
口﹐因此﹐盤點產業共通的系統需求﹐補足各項技術缺口﹐誠為農業發展的急
迫課題﹐藉由發展智能機具、深化物聯網（IoT）應用、巨量資料分析和智慧感
測系統技術﹐開發產業所需關鍵性、前瞻性、共通性之整合技術﹐以穩定農漁
畜產能並提升產品品質﹐為農產品安全把關﹐提升臺灣農產品牌價值﹐成為智
慧農業的重要目標。

劉滄棽 1 施旻劭 1

串接生產消費

智慧技術領航

導入智慧科技，引領農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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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物感監測技術、產銷服務系統

本文就生物感監測技術及產銷服
務系統計畫執行至今已開發的模式、
系統及檢測標準等概況探討其運用的
趨勢。

一、新世代智能化無人農噴機
面對農業地區人口老化﹐加上缺

工嚴重﹐人力產生斷層﹐這些現象的出
現不只局限於一個產業﹐因此﹐經過不
斷與各項主力農產業訪談﹐在省時、省
工及對環境友善的需求下﹐發展智能化
農用無人機進行作物監測及農噴提供一
項改善方案。此項技術以無人機取代人
員施噴農藥﹐減少地面施噴對農夫或施
噴業者之人體危害﹐並透過各領域專家
合作﹐建立無人機噴藥作業的最佳化操
作試驗﹐提供農民運用無人機噴藥之依
循﹐在農藥減量同時亦達到相同之防病

蟲害效果。此外﹐無人飛行載具也應用
於田間作物監測﹐可監測作物的災損及
作物的健康指標﹐跳脫傳統僅能以人工
質性調查之窠臼﹐以科學化的方式進行
農作物監測﹐以作為下一步管理之參
考。本應用目前已擴展至水稻、鳳梨、
結球萵苣與青花菜等作物﹐可大幅提升
友善農耕效益、改善食安問題﹐提供省
工、即時且高效率的輔助工具。

二、導入非破壞性檢測技術
農產品品質管控﹐一直是非常重要

的議題﹐傳統的監控方法﹐大多採用人
工抽樣進行﹐其檢驗的程序及時間較為
繁複冗長﹐無法及時得到結果。而國外
檢測設備往往建置費用高昂﹐也不符合
國內產業需要﹐使得生產者儘管有意願
導入設備穩定品質﹐但也無合適方案。

為穩定農產品出貨品質﹐學研團
隊投入研發﹐開發出高光譜即時農產

生物感監測技術、產銷服務系統開發4大面向與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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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質監測技術﹐此技術可早期篩檢
由鐮孢菌（Fusaruim  spp.）所引起
蝴蝶蘭黃葉病﹐也可用於檢測杏鮑菇
採收後的品質﹐作為蝴蝶蘭業者與杏
鮑菇業者出貨前的品質檢測依據。另
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
農業試驗所也將此技術應用於鳳梨產
業﹐建構可塑性強、稼動率高之鳳梨
檢測設備﹐使用高光譜影像系統結合
人工智慧（AI）技術﹐透過非破壞性
檢測方法﹐偵測鳳梨經低溫儲運後發
生之寒害、採收搬運時造成之壓傷﹐
及辨識鳳梨為肉聲果或鼓聲果﹐確保
鳳梨業者的商品出貨品質﹐降低運送
過程之腐損﹐有利外銷品質的掌控。

然而在田間病害管理上﹐仍有
部分檢測操作無法脫離實驗室操作需
求﹐這部分便在108年由農委會苗栗
區農業改良場攜手工業技術研究院團
隊﹐針對植物病害早期診斷進行田間

快篩檢測技術與系統之發展。目前以
草莓產業為發展目標﹐已經完成行動
式植物病害等溫PCR核酸檢驗技術與
系統開發暨快篩定性檢驗試紙量產技
術建立﹐協助將每個樣本之檢測成本
降低於60元﹐核酸擴增反應後檢測時
間小於5分鐘﹐後續擴展至其他農作
產業之病害早期診斷﹐由上述已開發
的技術﹐掌握產品品質。

三、智慧影像監測系統
病蟲害管理上﹐發展溫室內使

用的害蟲辨識系統﹐協助農民進行蟲
相監控。智慧農業團隊開發「智慧型
害蟲自動影像偵測與辨識系統」﹐可
有效自動辨識害蟲種類與數量﹐長期
監測作物的蟲害情形以及環境資訊﹐
宛如是害蟲的「照妖鏡」﹐從而據以
建立害蟲之行為模式與預警系統﹐提
供溫室或作物生產場域農民或管理者

各項發展系統與產品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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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目前此技術已完成技轉﹐同時
將商品化之系統廣泛建置於農業應用
場域﹐具體改善應用場域的病蟲害管
理﹐降低病蟲害損害﹐省工並提升農
作物品質。

在家禽養殖產業﹐過去需要以
人工方式評估家禽本身的健康與舒適
狀態﹐現在有了智慧型平飼肉雞舍熱
影像監測系統﹐使用紅外線熱像儀可
讓飼主即時監控家禽體溫與養殖場域
的環境溫度變化以避免熱緊迫現象發
生﹐進而改善農業家禽生產的模式。
達成即時監控分析健康程度及改善飼
養場域之環境指標﹐並強化養殖禽舍
之管理能力及科技水平﹐提升家禽之
品質與產能﹐同時也連結警示系統﹐
提供家禽產業管理者警示訊息功能。

四、智能化數據收集及分析管理
看天吃飯是農人最常出現的心

聲﹐這句話道盡無奈與辛酸。作物專
家系統藉由物聯網感測設備蒐集作物
生長與環境資訊﹐以人工智慧統計運
算及歸納分析法則﹐提供系統智能化
學習﹐就如同一位經驗豐富的專家﹐
輔助農民栽培耕作。以農委會高雄
區農業改良場與工業技術研究院開
發「田間作物微環境感測病害預警示
系統」應用於毛豆、紅豆、臺灣藜及
洋蔥等作物為例。該系統藉由手機提
供紅、黃、綠3種提示燈號﹐提醒農
民作物是否已需要施用防治藥劑。另
外﹐國立臺灣大學將整合了影像辨

識、人工智慧、物聯網技術的智慧
化模組﹐透過「智慧生物感測共通平
臺」﹐應用於設施蟲害偵測與分析、
設施作物栽培作業管理、禽舍環境與
動物行為監測、作物生長監測、果樹
與田間作物監測等農漁牧產業應用場
域。目前此一系統建置之監測及串聯
的分析服務﹐已於嘉義、雲林等區之
育苗場進行設施蟲害分析；於新竹平
飼肉雞舍、南投竹山豬舍等進行禽舍
環境與動物行為監測；於宜蘭上將梨
果園、臺東釋迦果園、南投名間茶園
等﹐提供氣候預警及作物生長監測。

參、結語

在智慧農業的架構下﹐導入感
測技術、智能機具、物聯網、巨量資
料分析等關鍵技術﹐整合農業無人機
具應用系統研究、大數據分析智慧管
理、人工智慧影像分析支援專家系
統、非破壞性檢測技術等﹐彙整生產
到銷售過程中環境資訊與農產品資
訊﹐不僅提供農民輔助栽培指引﹐也
可以讓消費者瞭解作物重要生產情
況﹐增加對於生產端的信任感。從大
數據分析智慧管理所取得之生產環境
資訊、人工智慧影像分析專家系統所
辨識之田間影像紀錄結果、非破壞性
檢測技術所辨識產品分類結果﹐以互
動式、人性化之行動服務﹐提供與消
費者息息相關之農事資訊及農產品資
訊﹐拉進生產端與消費者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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