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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艦計畫成果： 
智慧型作物除草系統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陳世銘,蔡兆胤,趙劭元 

人工智慧應用於農業，使除草機械具有智
慧，除草作業變得既簡單又方便。農委會農糧
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系陳世銘教授研
究團隊，成功開發了「智慧型除草系統」，將
除草設備裝上眼睛，並賦予智慧，可以聰明地
清除株間雜草，不會傷及作物。開發完成的智
慧型除草系統，已於2020年11月12日在台中
市青年農業發展協會后里有機農場召開示範觀
摩會。

蔬菜的生產過程中，除草工資佔總生產成
本很大比例，傳統雜草控制有使用殺草劑、機
械及人工等三種方法。殺草劑不但對環境不友
善，而且也有食安的問題。目前現行機械除草
只能進行行間的除草，株間除草則需輔以人力
操作，尚未做到無人操作的地步。人工除草既
耗時又辛苦，而目前更有農業缺工及農村勞力

智慧型作物除草系統

智慧感測及除草部件

老化的問題。為解決上述除草所遭遇的難題，
陳世銘教授研究團隊，導入人工智慧 AI技
術，開發智動化除草設備，目前已獲致重大成
果，完成國內首部自行研製的「智慧型除草系
統」。

本項研究應用深度學習技術於影像辨識，
能辨識田間作物並定位，同時也能偵測曳引機
行走速度，搭配深入土壤旋轉的除草爪，能精
準避開作物位置，並破壞株間雜草的根部。此
設計有別於目前多數的研究或設備，僅去除雜
草的地上部，有「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的缺點。

本系統作物雜草的辨識率可達99.4%，智
慧型除草系統的效率(公頃/小時)是人工除草的
6.6倍，人工除草的成本(元/公頃)是智慧型除
草系統的3倍。本項研發成果
已引起多家廠商興趣，目前
已獲得專利，並完成一家農
機公司的技術轉移，期待早
日能有商品機上市，以造福
農民。（代表作者陳世銘之
聯絡電話：02-33665339，
E-mail：schen@ntu.edu.
tw）

示範觀摩會簡報說明

以人工智慧辨識甘藍苗以區分雜草 智慧型除草系統作業情形

智慧型除草系統現場實地測試

示範觀摩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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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農機學會之馬來西亞及 
新加坡南向參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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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參訪馬來西亞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

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 (Chiap-Hup-
Known-You Agriculture Sdn. Bhd.) 為台灣
人所成立的公司，位於東甲，於麻六甲城市的
東邊大約40公里，其主要由兩間公司組成，分
別為集合公司與農友公司，這次主要由生產部
的姚和超經理替我們介紹位於馬來西亞公司的
發展狀況。集合公司成立於1975年主要從事農
業資材、耗材的生產製造與販售，於2016年與
專門培育與販賣種子的台灣農友公司共同成立
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經營馬來西
亞的市場，每年提供農民種子總量約兩噸、主
要培育提供的種子為西瓜、芒果、芭樂、榴槤
等，此外也有葉菜類、瓜類、辣椒、玉米等種
子，在農產品耗材類有各種顏色的透明薄膜、
育苗穴盤、農用塑膠繩、育苗介質、有機肥料
等多種農業用資材，此外近年來也提供多種肥
料與作物防治使用的菌種。

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在馬來西亞經營多
年，早期時主要以西馬為主，近年來業務範圍
已經拓展到東馬婆羅洲，因此若要了解馬來西
亞的農業概況，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是很好
的管道。在姚和超經理簡單地進行公司概況介
紹後，即針對馬來西亞的農業發展狀況進行發
問、討論與交流。馬來西亞的農業機械在發展
上較為緩慢，因為經濟問題的原因，許多的農
田還是以人力進行栽培、管理與收穫，因此也
缺乏農業機械的販售與代理，若農民有需要農
業機械時，都要自行出國採購，且主要都以小

型農業機械為主，也因此會有保固與維修的問
題，如此更降低了農民購買的意願。嫁接技術
在馬來西亞並不普及，通常有種植困難的土地
才會使用，且主要都是由小農自行嫁接。在有
機農業發展方面，目前馬來西亞的有機認證並
不完善，雖然有些產品會標示有機作物，價格
也較一般農產品貴2~3倍，但大部分的農作物
主要還是會使用化學農藥，而農藥殘留檢測也
缺乏政府的公正研究機構協助認證，而這些相
關的認證工作主要是委託大學進行協助，政府
單位主要是負責行政流程的部分，且執行效率
上較為緩慢。目前公司所販售提供的種子主要
為提供鮮食食用作物的種子而非加工用農產品
的種子。由台灣進口的種子實際用於馬來西亞
種植時的結果，不論是重量、口感、甜度、產
量都會有所差異，這是因為台灣與馬來西亞的
氣候、肥料管理、農民經驗所造成的差異，這
部分也是該公司努力克服的議題。馬來西亞的
農業最看重的為產量而非品質，而目前整個市
場上較看好的種子為西瓜種子，主要原因在於
需求量較大，且種植管理較為簡單。而蜜瓜近
年來種植的農民逐漸減少中，主要原因為種植
技術較高，且在種植過程中需要使用椰纖，其
成本較高。此外所種的蜜瓜的品質也較不好，
其主要原因在於許多農民都會提早收成以避免
遭遇雨害，也因此造成許多的蜜瓜還沒成熟就
被採收了。在經過彼此間的經驗與研究交流
後，我們了解馬來西亞的農業所遇到的競爭主
要來來自於大面積種植的印尼與泰國，更了解
馬來西亞與台灣在農業發展上的差異。目前馬
來西亞還沒遭遇到缺工的問題，因此在農業勞
動力上還使以人力為主，由於其經濟力較弱的
原因，成本較高的農機設備或溫室設施則較難
應用於農業生產，例如許多農業的問題可以利
用溫室進行克服，但由於溫室的成本較高，農
民無法負擔，所以溫室在馬來西亞較為少見。
在充實的交流之後，邱奕志理事長也進行紀念
品地交換並一同合照。

在座談結束交流後，我們在姚和超經理
的帶領下參觀組織培養實驗室、農業資材生產
工廠。在參觀完組織培養實驗室後，我們前往
參觀農業資材生產工廠，看到正在生產裝培養
土的塑膠袋、地膜、農用塑膠繩的製造過程，
由原料到熱熔成形、打孔、剪裁、封口製作的
過程尚未完全自動化，過程中還需要人力的協
助，這也是未來遇到人力缺乏時有待改進補強
之處。 

圖9  於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前合影

圖11, 圖12  與集合農友農業有限公司姚和超經理進行討論交流

圖10  邱奕志理事長致贈感謝狀

圖13, 圖14   組織培養實驗室之培養生長區與作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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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馬來西亞佳新進出口有限公司 
 與佳新食品有限公司

佳新 (Kia Shing) 公司位於馬來西亞峇株
巴轄 (Batu Pahat) 的北邊，這次會來此進行參
訪，主要是透過台灣的祐麟實業有限公司的介
紹，目前馬來西亞的佳新公司向台灣的祐麟實
業購買了三台真空果物乾燥機，因此這次有機
會前來台灣產業實際外銷農業機械到國外的案
例。佳新公司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進出口貿
易與食品加工，本次由羅進益 (Alvin Lo) 董
事長與羅進真 (Koven Lo) 董事長接待我們一
行人，佳新公司的前身為他們兩兄弟的父親，
於此種植果樹已達30多年，20年前左右兩兄弟
接手種植管理，並成立佳新進出口有限公司，
主要以種植木瓜並外銷至香港為主，因此哥哥
羅進益在馬來西亞也有木瓜王子的稱號，由
1978年發展至今，其種植規模由100棵果樹發
展至今已有650英畝頗具規模的果園，其食品
加工廠於半年前正式成立，主要製作水果乾等
產品並外銷至日本、歐洲為主。

木瓜大約七成成熟時就必須採摘，以預留海運
運輸的時間。2004年時遭遇到較大的困境，
因為木瓜受到病蟲害傷害而導致品質不穩定，
因此佳新公司轉至馬來西亞東海岸進行種植木
瓜，而馬來西亞的東海岸每年11、12月都會遭
受東北季風所帶來的雨季，在2007年時也遭受
較大的損失，近年來由於競爭對手削價競爭，
所以佳新農場著重於馬來西亞國內與新加坡市
場，採收過後需經過清洗與分級，特別是要外
銷至新加坡的產品其分級制度更須嚴加把關，
因為若分級不正確，新加坡買方會處以罰款。 

佳新公司的羅進真之前就讀台灣的屏東科
技大學食品科學系，因緣際會下認識了祐麟實
業有限公司，也了解其公司的產品真空乾燥機
械，因此就購買了三台真空乾燥機械，開啟了
佳新公司的食品加工廠，目前廠區只有三台真
空乾燥機械正在進行測試，預計今年會完成六
台的安裝，若一切都沒問題且順利的話，未來
將預計自台灣進口50台成立大型的加工廠。
對於食品加工而言，董事長羅進真說到原料是
最為關鍵且重要的，而這也是他們所擅長的部
份，因為他們是由種植果樹起家，如何辨識各
式水果的狀況他們有充分的經驗，且他們為了
有高品質的產品，也願意用較高的價格收購契
約農民的農產品。採收後的水果在經過清洗、
切削、殺青、真空乾燥、包裝即完成他們的產
品，其中乾燥的參數調整也是非常關鍵且重要
的，因為根據不同的水果、不同的成熟度，都
會有不同的乾燥參數。目前市面上的乾燥果乾
主要以冷凍乾燥為主，市面上已經有許多這類
的冷凍乾燥產品，因此他們在評估過後選擇真
空乾燥設備來製作果乾，真空乾燥是利用真空
與低溫乾燥大約45 ℃~48 ℃之間進行果物乾
燥，乾燥時間大約為15~20個小時，其口感如
薯片一般，較冷凍乾燥有脆的口感，且過程中
不添加任何人工添加物，以維持果物最佳的
品質與健康要求。經過乾燥後其含水率大約圖17, 圖18  羅進益與羅進真董事長向大家介紹佳新公司的發展與目前業務狀況

圖19  木瓜秤重分級機 圖20 刺果番荔枝 圖21, 圖22   真空乾燥設備與其果乾產品

圖23, 圖24   於佳新工廠前大合照作為紀念，並贈送紀念品

佳新農場種植多種果樹，包括木瓜、香
蕉、榴槤、哈密瓜、火龍果等，其他還有一種
台灣較少見到的刺果番荔枝，此種水果會因為
授粉均勻度的差異而有大小顆抑或不同的形
狀，老闆也請我們嚐試這種水果所製作的果
汁，其口味清爽也不會太甜。佳新公司過去主
要從事木瓜外銷至香港的事業，出口至香港主
要透過冷藏海運，大約需要費時5-7天，因此

圖15, 圖16  農業資材生產工廠製作農業培養土塑膠袋與農用塑膠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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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20公斤的鳳梨鮮果只能製作出1公斤
的果乾，其產品已經經過馬來西亞的myGAP  
(Malaysi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認
證，在結束後廠房的參觀後，董事長也請我們
吃當地的特產榴槤，並且大家一同合照作為 
紀念。

在參觀完加工廠後，我們前往佳新的果園
進行參訪，在馬來西亞農田取得不易，主要原
因在於國家將大部分的土地租給了財團進行棕
櫚樹的種植，因此農民要種植其他農作物時，
農地的取得是很大的問題。此外，馬來西亞因
為棕櫚樹授粉的需求而引進了薊馬協助授粉，
然而此一政策卻造成果園重大的危害，因此果
園的經營可以說是相當艱辛與困難，然而佳新
公司並沒因此而放棄，努力找尋可以種植的農
地。此次帶我們前往參觀的即是地主要種植榴
槤樹的土地，地主種植的榴槤樹之間距會保持
大約13~15公尺，此間距是為了保留榴槤樹的
生長空間，而榴槤樹從種植到收成大約需耗費
3~4年，因此佳新公司與地主商量這段時間內
其榴槤樹間的土地借與他們種植其他果樹，對
於佳新公司而言可以獲得土地進行種植，對於
地主而言是一份額外收入，且在種植過程中也
可以協助幫忙照顧榴槤樹，因此是一種雙贏的
策略，著實讓大家相當的佩服。馬來西亞因為
地廣人稀的原因，未來農業的發展可能會是以
大農為主，此部分與台灣小農的狀況不相同，
而其農業機械化的程度相當不普及，目前在種
植的過程中只有翻土才會使用曳引機協助，其
他的種植管理、收穫等作業都是仰賴人力，不
論是果樹的噴藥、採收都是依靠人力，農民人
力的需求相當大。在果園內並沒有什麼設備，
其原因除了機械成本較高之外，馬來西亞的治
安問題也是個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農業方面有
許多可以進步的空間，這些都是未來台灣農業
技術可以協助與發展的機會。     (下期待續)

簡　訊

謝廣文副教授 於2022年1月
1日就任台灣生物機電學會
理事長，謝教授現任國立中
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主任職務。謝主任為中興
大學農業教育學系業機械組
畢業，台灣大學農工系機械
組碩士及生物機電系博士。
曾經擔任中興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及兼任
農業自動化中心主任等職務。目前為中華農業
機械學會理事。專長領域為機電整合之應用。
近年之研究範疇為農業機械與自動化研發、家
禽智慧化管理與防疫及人工智慧應用等相關課
題。

艾  群教授 於2022年2月1日
於嘉義大學退休。艾群教授
於1984年8月進入國立嘉義農
專服務，1988年8月赴美攻讀
農業工程博士，1992年畢業
後回嘉農服務，除了教學研
究外，在校內擔任過嘉義農
專電算中心主任、圖書館主
任、嘉義大學理工學院院長、教務長、學術副
校長；2018年2月1日就任國立嘉義大學校長職
務，如今卸任後辦理退休。艾教授為中興大學
農教系農機組學士、台大農工系農機組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農業工程博士。
其校外服務曾擔任過嘉義市國立中興大學校友
會理事長、台灣生物機電學會理事長、嘉義市
國立臺灣大學校友會理事長、嘉義市教育會理
事長、考試院高考、教育部留學考命題委員、
科技部、農委會、經濟部、縣市政府計畫審議
委員、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審議委員，目前
擔任台灣農業設施協會理事長。
艾群教授1992年博士畢業返台後，從事非破壞
性檢測技術-音波判斷蔬果內部品質、1997年從
事農產加工機械研究(柿餅加工-削皮修蒂去梗
等)、1999年從事於農業自動化系統開發、2004
年轉型研究生物微奈米的介電泳生物晶片應
用、2008年從事於細胞力學、2011年從事於腦
機介面與腦波信號研究、2015年回到農業機械
研究開發油電混合搬運車、2018年研究智慧農
業植保機器人等研究。曾獲得美國農業工程學
會(ASAE)學術論文獎、中華農機學會學術成就
獎、教育成就獎、嘉義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國
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榮獲4次國立嘉義大學產
學績效第一名 (2017、2019、2020、2021)。
艾群教授在教學方面輔導學生獲得農機與生機
論文研討會壁報論文優等獎7次、佳作6次、教
育部舉辦之「2013產業先進設備全國學生專題圖25, 圖26, 圖27, 圖28  於佳新公司合作的木瓜、榴槤果園進行參訪與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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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競賽」獲得大專組第二名、2016年第21屆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技術
應用組 (IAP5) 第二名、2018年第三屆海峽兩岸
青年創客大賽」獲得成人組“一等獎”殊榮，
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榮獲科技部2017年度研究
創作獎。

林聖泉教授 於2022 年2月1
日退休。林教授於1979年自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教育系農
機組畢業，於1981年自國立
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研究所機
械組取得碩士學位、1990年
取得美國愛荷華大學土木工
程博士，於1991年進入國中
興大學農機系服務迄今，2002年中興大學農機
系已改名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於1983年
高考機械工程類科及格。於興大服務期間，主
要擔任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工作，與廠商合作
開發「稻穀容積自動測量器」可進行濕穀容積
重之測量，同時與水分計連線，取得折算率，
廣用於農民濕穀繳交作業。近年專研嵌入式系
統 (AVR微控制器)、樹莓派微型單板電腦，以
及物聯網應用，著作有：嵌入式系統原理 (旗
標公司2018年出版)、物聯網實戰 (博碩公司
2019、2021年出版)。
林教授退休感言：當一位老師，角色很特別，
常收到了學生的來函，向我懺悔沒有好好上
課、以後一定加倍努力，覺得自己像一位神
父。其實，體會最多的是教學相長，教學時學
生的回應是惕勵自己的重要來源，帶研究生常
激發出精彩的亮點，豐富了學術內容。最後，
以我教過的工程數學、最佳化設計比喩，退休是
在n維空間裡原本習慣活動的場域映射到另一
個場域，相同的設計變數，限制條件變鬆了，
目標函數變寬了，最佳解肯定不會一樣，但有
了各位的祝褔，它將會多添一些風味，久久、 
遠遠。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 110 年年會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110年年會、第十六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2021年10月21日（星期

四）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四樓會議廳舉
行，由理事長邱奕志教授主持。除了一般例常
的獎項外，中華農業機械學會頒發農機終身成
就獎給盛中德教授與陳世銘教授，以感謝兩位
教授對農機領域持續不懈的貢獻。大會頒發之
各項獎項如下：
農機學術成就獎：尤瓊琦
農機教育成就獎：林聖泉、周楚洋
農機推廣成就獎：李柏旻
農機技術成就獎：黃政龍
農機事業成就獎：洪福良
農機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黃惟揚
農機終身成就獎：盛中德、陳世銘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 110 年年會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110年年會於2021年10
月21日 (星期四) 在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圖書館
四樓會議廳舉行，由理事長洪滉祐教授主持。
本次研討會邀請農試所蔡致榮副所長 (講題：
精農生機) 及嘉義大學艾群校長 (講題：台灣農
機與生機的發展--鑒古知今) 做專題演講。會
中頒發之各項獎項如下：
優良基層人員獎：沈葆雄
學術成就獎：林達德、蔡致榮
事業成就獎：林榮郎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第七屆理事長 
暨理監事出爐

臺灣生物機電學會於2021年10月21日召
開會員大會時舉辦第七屆理監事選舉，並於
2021年11月22日召開的理監事聯席會議，選
舉新任常務理事、常務監事與理事長，當選名
單及秘書長名單如下：
理事：謝廣文(理事長)、蔡致榮(常務理事)、
　　　程安邦(常務理事)、江昭皚(常務理事)
　　　洪敏勝(常務理事)、邱奕志、連振昌、 
　　　葉仲基、楊智凱、雷鵬魁、陳世銘、
　　　蔡燿全、盛中德、李允中、謝清祿。
監事：洪滉祐 (常務監事)、王豐政、陳世芳、
　　　黃膺任、鄭又學。
秘書長：林浩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