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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田間機器人競賽記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兼任副教授 葉仲基 

一、前   言

2022第十五屆生物機電盃田間機器人競賽
於民國111年10月20日星期四假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舉辦，本人有幸擔任此次競
賽之裁判長，謹以裁判長身分報導本次競賽重
要記事。

二、競賽項目與規則

非雨天時比賽在戶外進行，場地分為
預備區 (S)、直線道路區 (N1)、取物置物區
(N2)、山坡曲面區 (N3)、連接區 (T1)、澆灌
區 (T2)、連接區 (T3)、U形道路區 (U)，與終
點區 (F) 共九個區域。場地的形狀大致為國立
台灣大學的英文縮寫NTU，場地整體大小約為
20mX12m，全程道路寬約為1m。在N區以及
T區的道路兩側皆有盆栽以約0.50m的間距直
線排列，在U區則有外徑直徑約3cm的紅色水
管作為道路線。比賽場地示意圖如圖1a所示，
場地規格如圖1b所示。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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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取物置物區(N2)尺寸示意圖

圖4(a)

圖4(b)

圖1(b)

圖1  比賽場地(a)示意圖與(b)規格圖

圖5  山坡曲面區(N3)尺寸示意圖

圖2  N區尺寸示意圖

(一) 預備區 (S)
長為1.25m，出發前參賽隊伍於此區作賽

前準備。虛線為關卡線，做為區域劃分、得分
判別，與機器人重置使用的依據線。以下圖形
中的虛線皆為關卡線。

(文接第一頁)

3. 山坡曲面區 (N3)

(二) N區 (如圖2)

1. 直線道路區 (N1)
由預備區進入長約10m的天然草皮道路，

如圖3a所示。在此區道路尾端，即機器人由
N1區過彎進入N2區之前的位置，放置紅色三
角形標示牌，以供辨識向右後轉，如圖3b所
示。標示牌放置的位置，如圖3c所示。
2. 取物置物區 (N2)

長約12m，如圖4a所示。在距離關卡線
5.8m處放置三種顏色(黃紅黑)之一的號誌牌，
號誌牌的顏色由抽籤決定。在距離關卡線6m
處的盆栽為取物盆栽。該盆栽改以上下顛倒的
方式放置，並在上方放置水平木板，水平木板
上放置三種顏色的模型水果，鄰近水果的間距

圖5(a)

圖5(b)

圖5(c) 圖5(d)

圖5(e) 圖5(f)

圖3   直線道路區(N1)尺寸示意圖

圖3(b) 圖3(c)

圖3(a)

為約0.15m，水果的擺放順序如圖4b所示，靠
近N2初始區那端開始，依序為黃色、紅色，
與黑色。在距離關卡線8m處的盆栽為置物盆
栽。取物盆栽以及置物盆栽的盆栽皆為白色。

圖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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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連接區(T1)尺寸示意圖

圖6  T區尺寸示意圖

長為12m，如圖5a所示。其中以木板 (圖
中棕色區域) 鋪成2個坡道，其餘部分為天然
草皮。兩個木板坡道，第一個坡度為20°，第
二個坡坡度為27.5°，兩個坡間距為1m，如
圖5b所示。在此區道路頭端，即機器人進入
N3區，過彎前與關卡線平行的位置，放置尖
頭指向左的紅色三角形標示牌，以供辨識向左
後轉。放置位置如圖5c所示，標示牌如圖5d所
示。在此區道路尾端，即機器人進入T1之前的
位置，放置紅色正方形標示牌。放置位置如圖
5e所示，標示牌如圖5f所示。

(三) T區 (如圖6)
1. 連接區 (T1)

長為2m，如圖7a所示。在此區道路尾
端，即機器人進入T1之前的位置 (即圖6中T1
區與T3區交界的紅色標記位置)，放置紅色正
方形標示牌A，以提供右轉辨識，如圖7b所
示。在此區與T3區接壤的道路左側 (即圖6中
T1區上側的紅色標記
位置)，放置紅色正方
形標示牌B，以提供從
T2區迴轉後欲進T3區
的右轉辨識，如圖7b
所示。機器人由T1區
通過關卡線進入T2區
後即可將標示牌A移
除，以避免機器人迴轉
後欲由T2區進入T3區
時遭標示牌A阻擋。

3. 連接區 (T3)
長為2m，在此區道路尾端，即機器人進

入U區之前的位置，放置紅色正方形標示牌，
以提供右轉辨識，如圖9(b)所示。

2. 澆灌區 (T2)
長為11m，如圖8a所示。在距離關卡線

8.85m處放置四種顏色 (紅藍黑黃) 之一的號誌
牌，號誌牌的顏色由抽籤決定。在距離關卡線
約10m處放置一個長×寬為40cm×40cm的無
蓋盒子，如圖8b所示。盒子中分為四塊區域，
分別塗上四種不同顏色，分別為紅 (第一象
限)、藍 (第二象限)、黑 (第三象限)、黃 (第四
象限)，其放置方式如圖8c所示。每個顏色的
區域上方放置一個透明塑膠碗，此碗有標示刻
度。在此區道路尾端，放置紅色圓形標示牌，
以提供迴轉或倒退辨識。標示牌位置如圖8d所
示，標示牌如圖8e所示。

(四)U道路區(如圖10)
以直徑約3cm的

紅色水管置於地上道
路邊緣，如圖10所
示。

(五) 終點區 (F)
為機器人最後到達之停止區，由U形道路

區進入此段道路。 

圖9  連接區(T3)尺寸示意圖

圖7(a)

圖9(a) 圖9(b)

圖8  澆灌區(T2)尺寸示意圖

圖8(a)

圖8(b) 圖8(c)

圖8(d)

圖7(b)

圖10  U形道路區(U)尺寸示意圖

圖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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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澆灌碗尺寸圖

3. 澆灌碗 (圖15)

實際完成之競賽項目現場如圖16至圖17所
示，若干參賽隊伍進行競賽時之照片如圖18至
圖23所示。

圖16  競賽A場地

圖18  夾取正確顏色之水果模型

圖17  競賽B場地

圖13  盆栽示意圖

圖14  夾取之水果實體照片

(九) 競賽場地材料規格
1. 盆栽 (圖13)

2. 模型水果 (夾取物；直徑約8.5cm，圖14)

圖11
號誌牌尺寸示意圖

(八) 標示牌
作為機器人判別形狀，以進行自主行進之

標記，分為三角形、正方形、圓形三種形狀，
材質為瓦楞珍珠板，標示牌尺寸如圖12a、12b
及12c所示。

圖12(a) 圖12(b) 圖12(c)

圖12  標示牌尺寸示意圖

(六) 關卡線
比賽場地每區之虛線，做為區域劃分以及

評分的依據線。

(七) 號誌牌
作為機器人判別顏色之標記，共有紅、

黃、黑、藍四種顏色，材質為瓦楞珍珠板，號
誌牌尺寸如圖11所示 (以黃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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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獎名次

競賽分大專組與高職組，大專組計有國立
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
立宜蘭大學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五校共18個隊
伍參加，而高職組計有國立興大附農及國立岡
山農工兩校共6個隊伍參加。大專組與高職組
競賽項目內容，但大專組之機器人的移動必須
採自主方式，不可使用搖控或人為之干涉，而
高職組則可採任何遙控方式。各參賽隊伍皆於
A和B兩場地進行競賽得分，總成績為兩場得
分之總分，依序排名。競賽之裁判是由大會聘
請學術界或產業界的學者專家擔任之。

    經由競賽隊伍得分總表之統計與裁判
會議之確認，獲獎隊伍如下：

(一) 大專組：
1. 第一名：ROBOT_LAB (國立嘉義大學)，
 獎金30,000元及獎狀一張。
2. 第二名：啊！芭比Q了 (國立嘉義大學)，
 獎金20,000元及獎狀一張。
3. 第三名：想不到吧 (國立中興大學)，
 獎金10,000元及獎狀一張。
4. 佳作：比完就開派隊 (國立臺灣大學)，
 獎狀一張。
5. 佳作：蝦味鮮好棒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獎狀一張。
6. 佳作：飛 び(國立臺灣大學)，獎狀一張。
7. 最佳技術獎：帽子給我好嗎 (國立中興大

學)，獎狀一張。
8. 最佳造型獎：生機小恐龍 (國立宜蘭大學)，
 獎狀一張。
9. 最佳創意獎：屏科超大 (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獎狀一張。

(二) 高職組：
1. 第一名：台北三日遊 (國立岡山農工)，
 獎金15,000元及獎狀一張。
2. 第二名：大球棒聯盟 (國立興大附農)，
 獎金10,000元及獎狀一張。
3. 第三名：慶記吃到飽 (國立興大附農)，
 獎金5,000元及獎狀一張。

圖19  澆灌指定顏色格子中之塑膠碗 圖23  紅色圓形標示牌表示T區道路尾端

圖20  攀爬木板坡道

圖21  紅色正方形標示牌提供右轉辨識

圖22  紅色三角形標示牌提供向右後轉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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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   結

(一) 本屆田間機器人競賽感謝國立臺灣大學郭
彥甫教授、吳筱梅教授、丁健芳教授及其
團隊精心策劃，北部承辦競賽最擔心的是
天氣因素，幸好當天沒有下雨得以順利在
室外原規畫布置之場地上進行。競賽難免
會有勝負名次之分，但其最主要目的在於
促使各校師生得以切磋琢磨，激發學生對
機電整合、自動化與機器人應用於生物產

業上的設計製作與創意，增進學生學習興
趣與團隊合作的經驗。

(二) 本屆生機盃競賽之裁判除台大本人之外，
尚有邀請王豐政教授(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黃文祿教授(國立嘉義
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張明毅教授(國
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陳建興教
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以
及一位業界代表：江友良先生(信比士有限

大專組頒獎照片如圖24至圖32所示，高職
組頒獎照片如圖33至圖35所示，而全體大合照
則如圖36所示。

凡於本次競賽得獎之隊伍，均可獲得台灣
生物機電學會升學推薦信推薦資格。此外，各
校參賽隊伍之指導老師，亦均頒發感謝狀。

圖24  大專組第一名                   

圖27  大專組佳作                  

圖30  大專組最佳技術獎                  

圖33  高職組第一名

圖25  大專組第二名

圖28  大專組佳作

圖31  大專組最佳造型獎

圖34  高職組第二名

圖26  大專組第三名

圖29  大專組佳作

圖32  大專組最佳創意獎

圖35  高職組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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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參賽。依據上述規
定，裁判們召開了兩
次臨時會議，先請遭
檢舉隊伍的老師及同
學們到場說明，然後
在遭檢舉隊伍老師及
同學離席後，經過充
分討論再做成決議。
其中有一案查證屬
實，終止該隊伍下午
參賽之權利；而另一
案經查並無使用現成
市售模組，該參賽隊
伍之成績仍維持。兩
次會議判決紀錄均經
所有裁判簽名確認，
並請承辦單位轉知遭
檢舉隊伍之判決結
果。

設施蔬菜跨域合作技術整合驗證 
及擴散運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陳令錫、陳俊位、郭建志、曾宥綋、王照仁 

過去農業科技研發成果推廣應用方式，多
參採經濟部既有制度，以點狀方式進行技術移
轉或透過育成中心協助廠商順利承接技術，未
將農業之產業特性納入考量，因農業之產業特
殊性，欲透過廠商承接技術來驅動產業前進，
往往忽略產業生產者整體動能不足，而影響技
術擴散之成效，亟須進行體系整合擴散，期能
有效驅動產業發展。

蔬菜栽培過程須仰賴大量人力投入而增
加生產成本，且產品規格易因天候及栽培管
理失當等因素，產生黃葉、株型不良、整齊度
差、採收後不耐貯藏等增加不良品的問題，平
均耗損率達20-30%。有效的改善策略，是跨
域整合栽培、灌溉、肥培及病蟲害等相關管理
技術，建立生產整合關鍵技術模組，並調整適
合省工機械操作之田間管理模式，方能有效降
低管理成本，建構設施蔬菜類產品客製化生產 
模式。

公司)共同擔任，感謝裁判們公正執法，得
以完成各隊成績之評比。

(三) 由於大專組之機器人的移動必須採自主方
式，不得使用搖控或人為之干涉，所以要
在規定的8分鐘之內完成所有任務非常困
難，有時甚至連一半的項目都無法達成。
然而高職組是可採任何遙控方式，同樣競
賽項目確實有隊伍是能夠在限定之5分鐘
內完成。日後承辦學校是否能夠考慮大專
組競賽項目稍作簡化或延長競賽時間，至
少讓1/3甚至1/2以上隊伍能夠完成，以建
立參賽學生的信心，不致有挫敗之感覺。

(四) 本屆參賽學校大專組僅有具生物機電之五
所學校，但是各校都有鼓勵學生踴躍報
名，所以參賽隊伍共計也有十八隊之多。
高職組今年雖有六隊報名，但其實僅有兩
間學校參賽，不知是否因為與每年十一
月中旬的農校技藝競賽日期過於接近，能
夠挑選的菁英選手、或是指導老師人力有
限？目前高職具有生物產業機電科、甚至
農業機械科的學校共計有13所之多，如何
鼓勵高職學生報名參加，也是未來主辦競
賽之學校需要更加用心之處。

(五) 本屆田間機器人競賽唯一的遺憾是有兩支
隊伍遭到檢舉疑似底盤有使用市售產品，
因為依據本屆田間機器人競賽秩序冊第
六、(一) 項規定：機器人底盤需自行加工
組裝，不可由市面購得之機器人商品直接
拆解為之。比賽當天，若有裁判或其他參
賽隊伍提出質疑，參賽者需提供製作材料
清單說明。裁判根據參賽者的說明，在充
分討論後，得終止參賽者參賽或同意其繼

圖36   全體大合照

相關資訊請洽本文作者
葉仲基副教授，聯絡電話：
(02)2365-0312，E-MAIL：
ckyeh@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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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Tcba05進行不同施用組合於有機設施蔬菜
類作物之效益評估。經由18組施用組合中篩選
出2種組合，試驗結果單位面積產量相較對照
組可增加25-30%、植體之維他命C含量可增加
25%以上、亞硝酸鹽含量可降低20%以上。依
據作物生長栽培期間，有效運用有益微生物間
功能特性差異，施用不同微生物製劑發揮其作
用，達到最佳生產效益，藉由土壤有益微生物
資源循環應用，有助於有機農業永續發展。

3. 設施蔬菜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
國內甜椒作物生產已朝向以設施栽培方式

生產高品質的產品，可提供穩定生產並減少產
量週期性的波動，然甜椒栽培過程中仍會受到
病蟲害侵擾，進入連續採收期更是如此。因此
如何避免或減少損失則是農友所重視的部分。
本場採「精準用藥」與「友善資材」搭配使用
的綜合防治管理技術，在甜椒各生育期與環境
的定期監測和調查，以利農友及時了解田區病
蟲害發生情況，並運用綜合防治管理技術在各
生育期對症下藥，有效壓低病蟲害發生機率。
在薊馬防治上主要透過輪用不同作用機制藥劑
來降低田間薊馬密度後，輔以釋放捕食性天
敵-小黑花椿的使用(每分地4-6瓶)，可維持薊
馬處於低密度狀態。此外，在田區尚未發生甜
椒白粉病時，可先澆灌亞磷酸（1000倍）誘
導植株產生抗病性，即可有效減少白粉病與疫
病的發生。若田區已出現白粉病，則可以使用
柑橘精油、木醋液或植物油混方自葉背噴灑，
每4-5天一次，即可有效抑制甜椒白粉病的擴
散，其防治率可達5成以上。而透過定期監測
和調查的資料，佐以配合綜合防治管理技術在
各生育期對症下藥，即可有效壓低病蟲害發生
機率，且同時生產出安全的農產品，達到強化
國內農產品食用安全。

綜上跨域技術整合獲得蔬菜作物抗逆境穩
定健康生長之功效，在夏季8、9月期間溫室內
中午高溫達40℃仍有高產量。

二、技術擴散運用

辦理技術擴散運用採用召開觀摩活動方
式，以9月5日在彰化縣永靖鄉辦理之觀摩會
為例，會中介紹三項關鍵技術，首先由陳令錫
副研究員介紹數據驅動智慧灌溉技術，透過作
物蒸發散量之估測技術，發現作物整日的蒸發
散量變化曲線類似溜滑梯，蒸發散率和太陽光
強度變化曲線相似等結果，設計智慧灌溉之方
法與研發控制器落地應用，完成多項技術移轉
提供業界採用與推廣，使作物灌溉能適時適
量，水資源更能有效利用。而夏季蔬菜從播種
到採收之太陽輻射累積光量可應用於預測蔬菜
產期。接著由王照仁助理研究員介紹設施蔬菜
病蟲害綜合管理技術，首重預防發生、適時監
測、正確鑑定和對症用藥治療等。隨後由郭建

為因應全球人口增加與氣候變遷暖化，各
國重視糧食安全維護，農業生產亟需符合ESG
與淨零循環等要求，臺中區農業改良場(以下
簡稱本場)經整合微生物製劑套組、病蟲害綜
合管理、節水智慧灌溉等專長領域之成熟關鍵
栽培技術模組，陸續於111年9月5日在彰化縣
永靖鄉台盛有機農場示範溫室舉辦「設施葉菜
安全生產淨零循環示範觀摩」、111年2月25
日及8月5日 (星期五) 分別在彰化縣埔鹽鄉及
南投縣信義鄉等甜椒栽培田區舉辦甜椒病蟲害
綜合防治示範推廣觀摩會，針對蔬果栽培期遭
遇的病蟲害，如何避免或減少損失擬定其防治
策略等，透過「栽培管理」、「精準用藥」及
「友善資材」搭配綜合應用進行說明。

一、跨域合作技術整合內容

1. 省工節水智慧灌溉技術
本場近年來參與E化與智慧農業計畫，研

究溫室作物蒸發散量，數據經過迴歸分析發現
光度 (太陽輻射強度) 與作物蒸發散量呈現正
相關，溫室內氣溫與相對濕度都是受太陽光強
弱而改變，進而構思光積值將蒸發散量估測化
繁為簡，實現智慧灌溉適時適量，是一種簡單
且性能穩定的灌溉技術決策方法，以數據驅動
的作物省工智慧灌溉系統應用於蔬菜溫室，可
供農民參考與應用。數據驅動智慧灌溉系統可
隨環境陰晴而調整灌溉水量，維持作物根部水
分穩定與透氣，在晴天灌溉1到2次，陰雨天則
自動停止灌溉或灌溉1次，免除農民因為天氣
變化難以準確估測之困擾，智慧灌溉系統可單
機獨立作業，農民可放心讓設備幫忙灌溉，減
少來回田間之奔波，將心力用在其他重要事務
上。試驗溫室於111年6月17日播種大阪青松
菜，7月22日採收。播種後智慧控制噴灌保持
土壤濕潤，內遮陽網全部張網持續18日、半遮
陽4日後全部收網至採收日，內遮陽網三個狀
態的日累積平均光量分別為3.95 MJ/m2、7.30 
MJ/m2及9.52 MJ/m2；標準差分別為0.77、
0.82及1.39，顯示後期光度高低變動較大。內
遮陽網全部張網期間晴天光度大約在200 W/
m2以下，全部收網晴天光度大約在400 W/m2

以下。內遮陽網收網後青松菜快速成長，播種
到採收36日之太陽輻射累積光量約226.68 MJ/
m2，平均產量為4.85 kg/m2，單位面積噴灌水
量為87 L/m2，水分利用率為0.06-0.08 kg/L。
因此，太陽輻射累積光量約226.68 MJ/m 可做
為青松菜生長模式應用於日累積光量監控、產
期預測及產量預測。

2. 微生物製劑套組技術
功能性微生物菌種，具促進蔬菜類作物

根系發育、有機質分解及病害防治效果，本
場研究應用木黴菌TCT768、地衣芽孢桿菌
TCLigB、產脲節桿菌TC4-1C與液化澱粉芽孢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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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賀！江昭皚教授榮獲行政院頒發 
2022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江昭皚特聘教授，積極運用物聯網與資通訊技
術，幫助台灣農業朝智慧化科技發展，對於國
家社會貢獻極為卓越，為人民福祉貢獻良多，
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特別致頒「2022年傑出科
技貢獻獎」予以表揚。江教授為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博士，研究主題領域在物聯網技術、
農業資訊、太陽能光電工程、機電整合、智慧
電網、生醫工程。在農業科技領域具體將研究
開發之「前瞻IoT/WSN資通訊監控平臺」應
用到“智慧型害蟲監測網與害蟲生態模型分
析”，“蜂群衰竭失調症候群”，“稀有鳥類
生態影像監測系統”，“智慧型自動化蘭園生
長監控系統”等研究項目，並支援昆蟲、生
態、森林、地理、氣象、醫療各領域之研究，
組成大型專家學者跨領域研究團隊，並提升各
應用領域的產業附加價值，更致力推動農業科
技國際合作，大幅提升我國農業科技國際形象
與能見度，實現農業智慧多元技術發展與跨領
域合作研究，為我國農業科技打造出「智慧農
業」之基礎框架。

志副研究員介紹微生物製劑套組技術，應用本
場近年研發多種有益微生物菌種，經由篩選、

純化、量產及回歸於作物生產，可提升土壤中
有機質肥料之養分有效性，微生物加速分解作
物採收後植株殘體，減少病蟲害殘留，增加土
壤有機質含量，達到功能微生物於作物生產之
循環運用，藉以提高土壤碳匯。

與本場合作示範之台盛有機農場詹明達園
主分享整合應用之經驗與心得，詹園主表示使
用智能灌溉管理技術後，可不必再擔心灌溉水
量太多或不足問題，而有機栽培因為無須接觸
農藥，故首先獲益的是農友，此外有機肥與微
生物液肥適當使用具有穩定生產的效果，現場
的溫室小白菜在颱風後豔陽高溫下展現健康活
力，可見根系相當健壯，具抗逆境與高產量等
優異功效。

此外，現場亦展示上述技術的技轉廠商商
品，包括智慧灌溉技術翼詠科技公司與得天科
技公司等2家、微生物製劑福壽公司、德林公
司及普飛迅公司等3家，提供農友選用參考。

相 關 資 訊 請 洽 本 文
作者陳令錫副研究員，連
絡電話：04-8523101 轉
340、341，E -MA IL： 
chen52@tdais.gov.tw

圖1 省工節水智慧灌溉技術-設施葉菜2天蒸發散變化之溜滑梯曲線
 (設施果菜亦有相同特性)

圖4 陳令錫副研究員介紹數據驅動智慧灌溉技術及技轉廠商翼詠科技公司
與得天科技公司之商品

圖2 省工節水智慧灌溉技術- 數據驅動智慧灌溉系統

圖3 設施蔬菜智慧灌溉及微生物技術套組之技轉商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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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頒發2022年傑出科技貢獻獎予江昭皚教授

胡忠一署長在高雄場親自操作「鳳梨苗種植機」

鳳梨苗種植操作

業項目眾多，如種植、噴藥、噴灌、中耕除
草、施肥、套袋，以及果實採後搬運等工作。
雖然部分項目已有機械可供使用，但鳳梨產業
機械化程度仍然偏低，如種植作業仍以人工為
主，為開發機械以取代人工作業，農委會邀集
有多年蔬菜移植機開發經驗之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配合鳳梨主要產地之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並搭配國立臺灣大學進行跨域計畫之執行。本
計畫由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主導，
於2017年起進行學法科專計畫合作案，在3個
研究單位通力合作下於2019年完成「鳳梨苗
種植機」，並技術移轉給予「旭業機械有限公
司」。本機種植效率為12~15人工時/公頃，每
公頃可節省80人工時的人力成本，每日每台可
種植1.5~2.2公頃，種植成功率超過97%，本
機可同步進行塑膠布覆蓋及種植作業。為推廣
鳳梨省工作業機械，農糧署於2022年10月24
日委託台灣電視公司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拍攝
「鳳梨苗種植機」，將此新型農機介紹給全省
農友 (文、圖由本中心邱銀珍研究員提供)。

112年省工高效及碳匯農機補助 
實施計畫開跑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為輔導農業機械
化，提升農耕作業效率，輔導農民購置農業普
遍需求之種植、管理、收穫、分級及採後處理
等農機，協助紓解農村勞動力缺乏問題，並因
應農業淨零排放政策，鼓勵農民採用「增匯」
及「減碳」等功效之耕作機械，本年度已於2
月1日公告。請農民把握申請期間辦理補助。
補助項目：農事服務機械、省工農業機械、新
研發農機、引進省工農機及碳匯農機、農用無
人飛行載具噴藥機 (簡稱農噴無人機) 等6項。
農民申請期間 (截止日為休息日者，以休息日
之次日為截止日)：
(一) 第一階段：2月20日至4月10日止。
(二) 第二階段：5月20日至7月10日止。
(三) 第三階段：8月20日至10月10日止。

一般農機補助1/3為原則，電動農機補
助1/2為原則，農噴無人機比照一般農機補
助比例。相關資訊及表格請詳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署全球資訊網，112年農機補
助專區 https://www.afa.gov.tw/cht/index.
php?code=list&ids=3503

農糧署胡忠一署長為國產省工機械 
「鳳梨苗種植機」拍攝推廣影片

國內鳳梨種植面積約1萬公頃，產量50萬
公噸。鳳梨在栽培管理過程中，需要進行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