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艦計畫成果： 
穴盤葉菜省工化栽培收穫系統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主任 謝廣文

系統化的栽培流程，省工機械的導入，讓
蔬菜栽培更簡易更方便！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委託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謝廣
文教授研究團隊，成功開發出「穴盤蔬菜鋪植
與收穫系統」，透過機械作業節省人力，改變
了蔬菜栽培的模式，讓蔬菜種植與採收時間大
幅減少，成功地解決農業缺工問題。開發完成
的穴盤蔬菜收穫系統，已於2020年12月11日
在台南市官田區－台糖有機蔬菜園區召開示範

觀摩會。
蔬菜栽培過程中，其中以種植和收穫等

兩項作業所需人力最多，佔總生產成本很大的
比例，傳統種植方式乃利用人工灑播與菜苗移
植等兩種方式，前者因無法控制播種密度而導
致蔬菜種植間距不一致，造成蔬菜生長品質參
差不齊；後者雖透過事先預苗方式可穩定生產
品質，但要將大量菜苗移植至田裡需要龐大的
人力，造成蔬菜生產成本增加。隨著台灣即將
邁入超高齡社會，面臨在地農村人口老化及勞
動人力退休等問題，造成農業經營業者聘工困
難。為了解決農業遇到的困境，謝廣文教授研
究團隊，採用重疊式穴盤進行短期葉菜類之栽
培，以小型化農業機械為開發目的，完成了全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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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世界首部針對重疊式穴盤栽培之穴盤鋪植系統
與收穫系統。

因應國內消費者購買完整植株蔬菜的消
費習慣，本蔬菜收穫系統以收穫整把蔬菜為目
標，先利用前方海綿皮帶先夾持住蔬菜，再藉
由下方鏟刀將重疊式穴盤鏟起，再讓海綿皮帶
拉拔起整株完整蔬菜，成功利用藉由機械採收
之方式保留完整植株之蔬菜。此機械採收方式
有別於其他多數的農業採收機械，因機械切割
蔬菜莖部導致蔬菜破損，造成整把植株成為 
散葉。

鋪植系統及收穫系統經田間栽培試驗結
果，透過鋪植系統鋪植小松菜之穴盤植株存活
率為88 %，鋪植效率為16盤/min，速度約為
1.26 km/h，並比較利用穴盤栽培小松菜與傳
統撒播栽培相比生長速度更快，且穴盤有事先
經過一週育苗可以有效地減少蔬菜於田間栽
培之時間。收穫系統收穫小松菜，採收成功
率為100 %，破損率為28.5 %，蔬菜收穫效率
為420 kg/h，速度約為612 m/h，與人工作業
相比，利用鋪植系統與收穫系統可減少採收
勞力度與節省約40%作業時
間，其望商品機能夠儘早開
發上市，解決蔬菜生產業者
所遭遇到的困境。(代表作
者謝廣文之聯絡電話：04-
22840377 轉607，E-mail：
cwshieh@dragon.nchu.edu.
tw)

圖15  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之參訪-1

中華農機學會之江蘇浙江 
農業機械產學研參訪 (三)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前理事長 雷鵬魁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蔡燿全 

(七) 參訪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
位於海寧市的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 

(International Campus, Zhejiang University) 
之參觀，由丁冠中副院長、Rodriguez教授、
林濤教授、劉海峰總務部副部長接待我們，以
步行方式參觀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的校園。
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於2016年開始正式招
生，目前進入第三年，目前合作的大學為英國
愛丁堡大學和美國伊利諾大学厄巴納香檳校區，
目前有的科系分別為生物醫學、生物資訊學、
電子工程、電子資訊工程、機械工程、土木工
程等，而目前也正加緊腳步預計成立文理學院
與國際商學院等。學生於此校就讀畢業時可以
獲得雙學位，分別為浙江大學與國際合作的大
學的學位。課程為全英語授課，一般浙江大學
的學費為每年6,000元人民幣，而國際學院的
學費為120,000元人民幣，雖相差20倍，但由
於有整體授課環境與雙學位的號召，招生上並
不困難，目前學生人數約700-800人，預定招
生學生至3,000人。

我們由正門口進入後左右兩棟大樓分別
為浙江大學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之
聯合學院與浙江大學英國愛丁堡大學之聯合學
院，再往內走參觀他們的演講廳，分別可以容
納800人與300人的演講廳，未來可以舉辦國
際研討會使用，在演講廳之後是中興湖，與校
外的鵑湖公園相連，中興橋上還記錄著國際聯
合學院的發展歷史，接著穿過文理樓進入圖書
館參觀後最後於書院及學生宿舍的一樓大廳進
行交流座談，丁冠中副院長透過投影片與我們
分享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的創校理念、任務
與心得分享，其主要的理念是在中國創立具有
中國特性的頂級高等教育機構，希望可以打造
一個集合工作、啟發、生活與學習為一體的校
園，提供與時俱進、影響深遠、意義非凡、鼓
舞人心的國際化教學和科研環境。

圖1  穴盤葉菜省工化栽培收穫系統操
作示範。

圖3  穴盤葉菜省工化栽培收穫系統觀摩合影-2

圖2  穴盤葉菜省工化栽培收穫系統觀
摩合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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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浙江大學國際聯合學院之參訪-2

中華農機學會之馬來西亞及 
新加坡南向參訪 (一)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 邱奕志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副教授 蔡燿全 

前   言

由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組團，至馬來西亞及

(八) 參訪浙江農林大學
浙江農林大學之參訪，由應義斌校長率領

信息工程學院徐愛俊院長、工程學院姚立健副
院長、王磊主任和20多名相關教師一起進行座
談會。浙江農林大學建校至今60年，位於杭
州城西科創大走廊的最西側，而杭州城西科創
大走廊的最東側為浙江大學，杭州城西科創大
走廊主要的研究發展為網絡資訊安全、人工智
能、智能製造等，浙江農林大學為浙江省重點
建設高校，發展歷史上與浙江農業大學二分二
合，校區有三個分別為東湖、衣錦、諸暨三個
校區，目前教職員有1,900人、在校生32,200
人，其在中國農林相關的大學排名第十名，其
辦學使命致力於生態文明、生態科技、生態產
品等，去年有位教師在Nature以第一作者發表
論文直接升為教授。

信息工程學院目前有教職員80名、學生
1,282人，其中包含留學生62人，主要來自非
洲，學習農業等相關技術。具有四個省級重點
實驗室與一個部級重點實驗室，而其主要研究
方向可以分為五類分別為:森林資源與環境信息
系統、農林小型智能化裝備、農林業物聯網、
模式識別與精準農林業、農村電子商務。19年
研究發展下來研發了20多件軟硬體產品並已實
際進行應用，浙江省林業信息化軟體產品有80%
為該學院所研製，並且有許多研發的軟體產品在
貴州、廣西、安徽、甚至全國各地使用中，在農 
林業資訊領域可以說是相當領先的地位。

工程學院目前有教職員109名、學生1,703
人，主要分為四的學科，分別為農業工程、林
業工程、機械工程、工業設計，具有一個國家
級科研平台，為國家木質資源綜合利用工程技
術研究中心；兩個省部級科研平台分別為浙江
省木材加工產業科技創新服務平台與國家林務
局感知技術與智慧裝備實驗室。主要的研究方
向為:農林業生產裝備、智慧農業裝備、農機設
計理論、竹木材加工裝備、生物質資源化利用
等。由於浙江省的地理環境多為丘陵地，因此
有許多針對丘陵山地研發的機器裝備，除此之
外還有針對農田的機器、溫室自走智慧車、蔬
菜苗嫁接機器人、蔬果包裝自動化、農業物聯
網、竹木加工技術、農業廢棄物處理等。

心得與建議

此次參訪最大的印象是中國江浙地區農業
機械的研究及發展，進步很多，已經將智慧農
業的技術（例如感測技術、機器人、物聯網、
大數據分析）逐漸應用到農業及農業機械的範
疇。國際化的腳步也在加緊中，浙江大學國際
聯合學院的籌建及理念值得台灣深思及參考。
各教學、研究單位之農機研發人員配置也較台
灣人力充沛及完備。即使不自行研發，農業機
械不像一般領域的設備，國外引進即可立即應
用，需要針對台灣自己的農業環境作調適設
計、修正，經常性的維持一定規模的農機研發
能量，乃屬必要。另外的感想是，此次參觀看
到的硬體設備固然進步不少，但與之配套的軟
體及營運仍是不夠到位，或許這需要更多時間
的調適與進步。

本文改寫自「中華農
機學會之江蘇浙江農業機械
產學研參訪」出國報告。
（代表作者雷鵬魁之聯絡電
話：04-228403775轉413，
E-mail：pklei@dragon.
nchu.edu.tw）

圖17, 圖18   浙江農林大學之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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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向實地考察，拜訪農業機械及農業相
關之產、學、研機構，進行經驗分享，並促進
學術及產業南向交流。考察時間：2019年8月
18日至8月24日。團隊成員 (稱謂略) 包括邱奕
志 (團長) ，台灣大學：盧福明、陳世銘、李允
中、江昭皚、葉仲基、蔡兆胤、蔡錦銘、張詠
惠，中興大學：謝廣文、蔡燿全、朱菁芳，宜
蘭大學：邱奕志、吳剛智、何依寧、林筱玲，
台南區農業改良場：鍾瑞永、李建、陳勵勤、
王志瑋、石佩玉、楊藹華、陳曉菁，廠商業
界：鄭文化、王震嵩、陳亮琮、林智凱、李厚
寬、羅唯中、蔡侑霖、陳德翰、楊宜璋、陳啟
豐。

參訪內容

此次參訪的單位包括UPM大學 (馬來西亞
_吉隆坡) 、集合農友公司 (馬來西亞_柔佛) 、
佳新食品公司 (馬來西亞_柔佛) 、華德農場公
司 (馬來西亞_新山) 、國際元立集團公司與濱
海灣花園溫室館 (新加坡) 。

(一)  參訪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 UPM)

行程的第一天學會安排與馬來西亞博特拉
大學進行交流，博特拉大學位於馬來西亞首都
吉隆坡南邊約20公里，其前身為馬來西亞農業
大學，在90年代因多媒體超級走廊計畫及新科
技學術領域，於1997年正式被命名為博特拉大
學，目前是馬來西亞五所研究型大學之一，根
據QS於2019年的大學排名，馬來西亞博特拉
大學的世界排名為第202名，亞洲排名為第34
名。

此次主要接待我們的是工學院的教授老師
們，該學院原本為農業工程學院 (Faculty of 
Agriculture Engineering) ，專注於農業工程
相關研究與教學，近年來隨著學院內的系所
逐漸多元化，因此更名為工學院 (Faculty of 
Engineering) ，目前該學院共有27名老師，
15名技術員，大學部學生223名、研究所學生
118名。碩博士研究學程分為五類，分別為：
農業機電自動化、農業廢棄工程、農園設施、
安全健康緊急管理、土壤水源工程等，也配合
其相關研究領域成立10個相關實驗室，此外
系所也配合學校的策略發展，積極國際化，與
多所大學有交換學生等相關活動。系所的研究
領域分為五大主軸，分別為：機械化與自動化
(Mechanization and Automation)、收穫後
與環境 (Post Harvest and Environment)、
生物資訊系統 (Bioinformation Systems)、土
壤與水資源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機械化與自動化的研究範疇為發展農業機械化
系統與模組、高科技農場生產結構之機械化與
相關機械發展、省力最大化營收環境友善之機
械發發展、農業與作物產業之機電相關工程。

收穫後與環境的研究範疇為農產品採收後處
理、農業廢棄物處理、自然與生物資源利用管
理與優化、回收資源應用、農業生產活動之安
全與健康。生物資訊系統的研究範疇為生物與
環境之生物系統研究、生物感測器於收穫種植
儲存、地理資訊應用於生物資源探勘分析與管
理、無線感測系統於農業活動監測。土壤與水
資源的研究範疇為灌溉與排水系統設計、農業
土地發展、生物與環境之永續發展系統、農業
系統與景觀整合研究與設計、自然資源觀察與
轉換、永續農業發展等。對於馬來西亞而言，
棕櫚產業是非常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所以該
系所也配合政府計畫 (Nanomite Consortium)
發展利用物聯網與雲端技術進行棕櫚樹即時
監測系統與疾病診斷。此外，和台灣目前農
業發展的趨勢相同的有學習工業4.0的概念，
將物聯網、感測器、雲端伺服器、大數據等
技術應用於農業的計畫 (Malaysia Technical 
Standards Forum Bhd)，由於馬來西亞面積
約有台灣的13倍大，因此也有相關研究是利
用地理資訊技術(GIS)與衛星遙測技術進行，
在2018年所獲得的研究經費約為馬來西亞幣
260萬元，近三年來技轉與顧問費用約馬來西
亞幣83萬元。該系更成立智慧田間科技研究
中心 (Smart Farm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FTRC)，其主要的工作內容除了研
究之外，也進行專家服務與社會服務，以藉此
提升馬來西亞農民的技術與經濟。該系所與世
界許多國家的大學簽有合作備忘錄，其中台灣
的大學包括台灣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
宜蘭大學、中央大學，剛好本次一同進行參訪
團員所屬的大學都有在名單上，大家都非常的
開心目前彼此間有許多的交流活動，讓合作關
係更加深化。最後他們介紹他們明年即將要舉
辦的國際研討會CAFEi2020，積極邀請我們一
同參與，也展示過去舉辦研討會的照片，看到
了台大生機系的林達德老師演講的照片，可見
台灣農機界在此的交流活動是非常的頻繁的，
此時邱奕志理事長也積極地介紹我們台灣即將
舉辦的研討會分別為2019生機與農機研討會
(台灣台中) 與ISMAB_2020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高雄) ，他們也說會參與並進行交流。會
後由邱奕志理事長、陳世銘副院長代表進行禮
物的交換，並一同進行合照作為紀念。 

圖1, 圖2  邱奕志理事長、陳世銘副院長、江昭皚教授帶領大家
與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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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圖4 中華農機學會與馬來西亞博特拉大學互相交換紀念 
 品、感謝狀並一同合影作為紀念

圖5 農機土槽測試研究

圖7 機械工廠

圖6 掛載式噴藥機

 圖8 自動化種子播種設備

會後，我們也參觀其實驗室，其系主任
Dr. Siti Khairunniza Bejo與資深講師Dr. 
Muhammad Razif b. Mahadi相當熱情地引領
我們進行參觀，首先是農機行走部的測試研究
的土槽設備，農機與一般車子在行走時最大的
差異在於路面的狀況，農機都行走於田間內，
其路面多樣性也較為不穩定，因此對於不同狀
況路面及土壤力學的測試是非常重要，此類測
試土槽設備台灣大約在50年前即已有設置。接
著也看到許多的農機具如曳引機、噴藥機、收
穫機、真空播種機等，接著到他們的機械工廠
進行參觀，看到CNC、車床、銑床設備，最後
Dr. Muhammad Razif b. Mahadi介紹其博士
班學生目前的研究，為育苗作業中之自動化種
子播種設備，利用機械設計與機電控制對於育
苗穴盤自動填土、真空吸附種子，並將種子釋
放放置於固定的穴格中，然後再次進行自動覆
土，這技術在台灣農業自動化第一階段 (1990

年代初期)，陳世銘教授研究團隊也已成功發
展，並技術移轉及廣泛應用於蔬菜水果花卉之
自動化穴盤播種。雖然台灣目前的農業機械技
術仍然領先馬來西亞約10-20年，但馬來西亞
近年來的進步速度與幅度非常的大，這是我們
必須要更加努力的，然而並不是靠著學校老師
單方面的努力就可以，還需政府研究資源的資
助與產業界的協助，因此如何有效的整合產
業、學術、政府單位的資源與研究能量，並透
過許多農業、農機專家規劃出藍圖背景是非常
重要的工作項目。               (下期待續)

簡　訊

邱奕志教授 於2021年9月1
日起擔任本中心 (財團法人
農業機械化研究發展中心)
主任。邱主任為中興大學農
機系學士，台灣大學農機系
碩士及博士。邱主任於1990
年至宜蘭大學前身宜蘭農工
專科學校服務至今，曾擔任
該校課務組長、系主任、學務長、生物資源學
院院長兼實驗林場場長等職務。自2019年9月
1日起借調擔任彰化縣政府農業處處長，目前
也擔任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理事長。邱教授的專
長為農業機器人採收系統、無線感測與監測技
術、智慧農業等。

陳林祈教授 於2021年8月1
日卸任臺灣大學生機系系主
任、副學務長、課外活動指
導組組長等三項職務，轉任
臺灣大學副教務長兼招生辦
公室主任。陳教授1997年取

得臺大化工學士、2001年取得臺大化工博士(電
化學專攻)，2002~2005年於中研院生醫所擔任
博士後研究，2005年開始在臺大生機系任教，
講授感測原理與應用、生物感測、生物程序工
程、物理化學等課程，並七度獲得臺大校教學
優良獎。研究上曾獲科技部吳大猷獎、台法前
鋒科學論壇科學家、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獎助等
榮譽，並先後擔任農試所植物工場計畫、科技
部跨領域整合計畫主持人。陳教授實驗室目前
致力於智慧離子感測技術於精準設施農業與機
器味覺之應用研發以及DNA適體技術精進與生
物感測應用發展。

張允瓊教授 於2021年8月1日
就任國立宜蘭大學教務長。
張教授為台灣大學森林系學
士、園藝系暨景觀學系碩士
及博士。曾任宜蘭大學助
教、講師、助理教授、副教
授及教授，並曾兼任秘書室
研考組組長及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專長為果樹栽培、開花調控、蔬果嫁接
苗自動化生產及育成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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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生機與農機學術研討會

由台灣生物機電學會主辦，中華農業機械
學會協辦，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承辦
的「2021生機與農機學術研討會」於2021年
10月21~22日在嘉義大學圖書館會議廳舉行，
研討會內容相當豐富，發表的論文包括(1)生物

2021生機與農機研討會大合照

↑田間機器人競賽

←海報競賽

↑生機學會洪滉祐理事長致頒屏東科
技大學生機系李文宗主任(右)感謝狀

↑屏東科技大學戴昌賢校長 
開幕致詞

產業機械、(2)生物生產工程、(3)畜牧自動化
與污染防治、(4)農業設施與環控工程、(5)生
物機電控制、(6)生醫工程與微奈米機電、(7)
生物資訊與系統、(8)能源與節能技術、(9)智
慧農業與大數據分析、(10)其他新興科技等12
大領域。此次會議與會人數計有270人、發表
論文162篇 (Oral 109篇，Poster 53篇)，田間
機器人競賽之參賽隊伍共21隊 (大專組14隊，
高職組7隊)。大會晚宴於飄香客棧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