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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農機共識營惠蓀場之紀實(一)

． 本  中  心

一、前    言

台灣生物機電學會於2022年共舉辦3場農
機共識營，邀請專家學者於共識營進行專題演
講。希望透過心得分享及交互討論方式，讓參
與共識營的產官學研各界人員凝聚在農機領域
未來發展方向之共識。

本場農機共識營於8月30日及31日在南投
縣仁愛鄉惠蓀林場舉辦，主要探討議題包括農
機性能測定，以及農機訓練班執行與規劃兩大
議題 (圖1~2)。本次共識營邀請本中心邱銀珍
特約研究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農
業工程組徐武煥副研究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機電工程系陳韋誠助理教授、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進
行專題演講。

                        (文轉第四頁)

圖1  農機共識營全體於惠蓀林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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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圖2 台灣生物機電學會謝廣文理事長開場致詞

圖3 邱銀珍特約研究員主講「農機訓練與未來發展」

圖4 徐武煥副研究員主講「農民學院開課之樣態與農業機械
開課之想法」

二、專題演講

(一)  農機訓練與未來發展
由於政府單位近年大量補助新型農機，

為了讓補助的農機可以發揮應有的功能，且能
符合使用者安全操作，「農機安全措施之開發
與設計」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範疇。據統計較易
發生危險事故的農業機械，諸如搬運車、耕耘
機、曳引機、割草機等，因此邀請本中心邱
銀珍特約研究員主講「農機訓練與未來發展」
(圖3)。

訓練課程，以培訓農友安全操作農機。除了從
「使用者再教育」的觀點出發，也溫故知新學
習諸如「農業機械使用常識」、「農業機械行
駛常識」、「農業機械附掛農機具及田間作業
常識」、「防止人身傷害常識」、「農業駕駛
員安全操作常識」及「夜間行車安全要點」等 
課程。

農業機械是農業生產的一種勞動手段，
在使用機械類型不斷增多，農業運輸愈趨繁
忙，農用機械作業面積不斷擴大形勢下，安全
尤為重要。操作人員重視農機安全，多瞭解掌
握安全知識，以確保在農機協助生產中無事故
發生，「安全第一」是唯一且一貫的安全生產 
方針。

(二)  農民學院開課之樣態與農業機械開課 
 之想法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農業工
程組徐武煥副研究員，主講「農民學院開課
之樣態與農業機械開課之想法」(圖4)。農民
學院 (網址：https://academy.coa.gov.tw/) 於
民國106年開始開課，上課種類概分為：水產
養殖類、休閒類、安全驗證、畜產類、經營管
理類、農糧類、數位課程及其他等。其中以農
糧類佔大多數，且幾乎皆為操作、檢修、保養
(維護) 等相關課程。農民學院於106至111年
度之總課程數為1,053項，而農機相關課程31
項，佔比為2.94%。農委會規劃111~114年期
間投入92億元經費，推動「農業省工機械化與
設備現代化」計畫，此計畫由農糧署主持，補
助各大專院校辦理相關農機課程。

徐武煥副研究員建議未來可開設課程 
如下：

媒體也時常報導農友因自身操作農機之使
用不當，造成危害，或致使週遭發生不幸的真
實案例。例如 (1).春耕或7~8月整地作業時，
部分大型農機在田間完成一個作業區域後，再
上到一般道路準備前往下一個作業田區時，沿
路掉落土塊，除了污染道路之外，也會造成一
般用路人的危害，例如機車騎士輾壓濕滑土
塊，而滑倒造成人身安全受損。(2).曳引機行
駛於市區道路或公路時，若不幸再發生交通事
故，民眾無從指認。因此依規定需懸掛號牌，
駕駛人若違反規定，由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依
法舉發處罰。(3).台灣各地常見使用農用搬運
車，因為操作不慎而翻落邊坡，或違反不能載
人的規定，而造成農民自身或週遭發生重傷甚
至死亡的案例。為此，在過去幾年各區農業改
良場與各大專院校，皆逐年辦理農機安全操作

1. 智慧農業議題方面
 (1) 從整地到採收一系列農機 (設施) 及其技 

 術應用介紹
2. 農機(設施)議題方面
 (1) 農 機 應 用 的 現 在 與 未 來 介 紹 ( 如 無 

 人化農機、Priva之deleafing robot  
 “Kompano”、Blu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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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農事服務業的架構與提供之服務
  (如農機Uber)
 (3) 肥灌設備與智慧化技術
 (4) 智慧農場之農機產業鏈與支援
 (5) 農機專家系統知識工程師之養成(連結整 

 合前端知識庫及後端應用之中階工程師班 
 與進階工程師班)

 (6) 農業未來無人車 (AGV) 介紹與應用
 (7) 噴藥器械原理與應用
3. 淨零碳排議題方面
 (1) 農機動力源從引擎到電動
 (2) 電動馬達之控制
4. 設施栽培以因應氣候變遷議題方面
 (1) 設施機械應用
 (2) 溫室環境控制原理與實作
 (3) 智慧灌溉原理與實作
 (4) 溫室最佳化設計
 (5) 專家系統應用 - 溫室結構設計專家知識 

 系統
5. 感(監)測技術及應用議題方面
 (1) 遙測技術
 (2) 無人機應用(感測)技術
 (3) 物聯網感測器應用
6. 數據收集與應用議題方面
 (1) 大數據 (含氣象資訊) 蒐集及介接
 (2) 雲端及資料庫數據之整合應用
 (3) 深度學習 (機械學習) 建模應用入門
 (4) 辨識與定位技術

(三) 大專院校參與農機訓練與規劃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機電工程系陳韋

誠助理教授，主講「大專院校參與農機訓練與
規劃」(圖5)。探討學校單位在學生招募與培
育現況，遇到的困難與因應方式。提出臺灣大
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宜
蘭大學等五校生物機電工程相關學系的共通性
為「國立」，都是公立大學。其中差異性在於
其中四所公立大學屬高等教育司，屏東科技大
學屬技職司。現行教育體制「高中生 & 高職
生」畢業後，可選擇上述五所公立大學就讀以
完成高等教育，一般來說學生們都還算認真學
習，願意讀書也願意實作。但是學成畢業後，
投入農業的非常少，屏東科技大學也一樣有這
個情形。陳韋誠助理教授指出現代學生選擇學
習農業領域而存在的迷失為：(1).對農業認識不
夠而誤解，也因為社會長期以來對農業存在誤
解，有曲解謬論甚至認為讀農業對未來是無可
用之處。(2).無法明訂目標，因為不知道到底想
學、或想做什麼？大部分是因為志願選填分發
時，分數成績落在生機系，而進入這個領域。
除非自身家中有務農，或許會因此而有學習需
求產生興趣。近年政府也有許多相關因應措施
如以公費培育人才，以舒緩農業人才斷層。(3).
高科技產業誘因，各校課程中有部分可應用於
半導體與機電產業，因此所培育出的生機系學
生，往往會先選擇產值高的產業投入，也有的

是因為不想在農業環境中工作而未投入農業。
陳韋誠助理教授提出讓學生了解農機領域

的發展現況，與未來的機會所在，以提高人才
持續留在農業領域發展的建議，(1).將農機訓練
導入課程實作，如推土機與鏟土機實際操作，
讓學生體會操作從而加深學習印象。(2).在有限
的課程時間中，安排到產業參訪。參觀農機等
相關展覽，舉辦戶外教學，參加示範觀摩會以
及博覽會，並到業界及農業改良場參訪交流。
例如課程先安排在學校水稻聯合收穫機實機操
作介紹之後，再安排到鄰近場域觀摩實際收穫
情形，透過這樣的學習模式，加深學生心中印
象。(3).持續導入農機修護等證照培訓，配合農
業政策導入，辦理農機修護訓練班以及與農友
交流互動。(4).進行國際交流與國外參訪，如搭
配新南向政策到馬來西亞與泰國等國家，到歐
洲如德國及丹麥等國多方互動參觀訪問與專班
培訓。(5).持續進行師資培訓，辦理考照與檢
定。(6).配合農政規劃，使農機訓練中心持續
活絡，除了再充實訓練與證照檢定場域之外，
也形成特色發展互動協作。陳助理教授演講後
以短語小結其教學中心思維：「以實作驗證理
論，以實作探索理論，多做多想重細節，創新
源於基本功，盼農機相互帶動，農機產業才 
有福」。                       (下期待續)

2022年第十六屆台灣國際農業機械 
暨資材展 (嘉義) - 紀實

． 本  中  心

2022年第十六屆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
展，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指導，嘉義縣
政府、臺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主辦，以「智慧
農業生態系」、「科技接軌創新機」為展覽主
軸。2022年10月1至3日在嘉義縣政府前廣場
盛大展出，共規劃四大展區，包含創新與智能
農機展示區、多元農機暨資材展示區、智慧農
業展示區、智慧溫室區。

創新與智能農機展示區由行政院農業委員

圖5 陳韋誠助理教授主講「大專院校參與農機訓練與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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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開幕式合照

會農業試驗所、各區農業改良場、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嘉義大學、中興大學、宜蘭大
學，展示多種創新研發成果。嘉義大學展出多
種無人機技術應用、多款創新農業機器人、全
自動鳳梨莖去皮機、一畦二行式大蒜收穫機。
中興大學展出「AI智能化家禽產業技術」，包
含AI家禽聲紋辨識系統、可控制高解析度網
路攝影機、雞冠辨識與色彩量化系統、應用智
慧影像監測禽隻生長與活動情形等。宜蘭大學
展出「智慧型禽舍工作機器人」以及「智能化
豬隻繁養殖場生產系統之建構」。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與各區農業改良場，展出太
陽能無人自動播種機、太陽能雷射驅鳥器、青
蔥去膜清洗機、履帶式文旦搬運設備、採茶用
省力型外骨骼輔具、曳引機附掛式植茶機、乘
坐式採茶機之施肥附掛機組、可遠端監控之茶
葉烘培機、田間雜草即時感測模組、應用遠端
監測系統估算葉面積、文旦精油原液提取機、
大豆粒徑分級機、自走式土壤蒸氣消毒機、大
蒜播種機、蘭花碎石介質分離處理機、曳引機
附掛乘坐式可變行距機葉菜移植機、作物累積
光積值感測技術、光積澆灌控制器與省工節水
灌溉技術、可遙控履帶式電動智能跟隨農地搬
運機、電動施肥機、槽耕電動鬆土機、鳳梨切
口蒸汽消毒機、大蒜磨根機、鳳梨果實網袋包
裝機械、手推多行距可調式移植機、蔬果削皮
機、電動智能跟隨搬運設備等。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展出電動越野式噴霧車及遙控無人
電動消毒噴霧機。也有產業界的自動播種機，
電動農機如電動割草機及電動高速修籬機，並
有多款智慧無人機等。 

多元農機暨資材展示區的展覽內容包含
農機自動導航系統、大型農業機械(曳引機、
割稻機、插秧機、聯合收穫機、乾燥機、高架
噴霧機、蔬果分級機、選別機等)，小型農業

機械 (搬運車、中耕機、割草機、噴霧機、開
溝機、噴肥機、洗選果機、精米機、碎木機
等)，智能設備 (無人機、智能系統與設備)，
農機附掛配套 (施肥設備、迴轉犁、割草裝置
設備、深耕犁具、播種設備、噴藥設備、田
間除草設備、中耕培土設備等)，農業資材 (生
物科技、微生物、有機肥料等)，農機周邊零
件 (履帶、輪胎、牛筋線、各式刀片、五金接
頭、噴灑設備等)，園藝手工具 (各式花剪、籬
笆剪、鋸子、電剪、維修工具等)，上千個廠
商展示各式新研發與新型款式農機。

本次展覽智慧農業應用展示涵蓋層面相
當廣泛，也包含智慧環控溫室 (設施)、智慧環
控系統 (各式設備)、智慧畜牧、智慧養殖、智
慧農機等各項核心主題，有多種畜牧用農業機
械與電動類型畜牧農機。智慧農業技術應用於
養殖漁業各項監控設備及操作設備，無人機操
作試飛展示區都在此次農業機械展呈現。智慧
設施環控，展出多種智能環控專家系統，智慧
化水耕養液系統，設施內智慧監測降溫自動噴
霧裝置，以及可在設施內遙控運用的噴藥與噴
霧機器人。多種農業物聯網與智慧農業監控
系統，感測組件及零件，如二氧化碳濃度感測
器、風速感測器、光量感測器、風向感測器、
APP 5G傳輸控制模組等。

主辦單位舉行7個場次青農分享會，每天
都有一個場次國本講堂 (農民大講堂)。青農分
享座談由大會邀請歷屆百大青農與嘉義青年農
民聯誼會成員共襄盛舉，分享運用創新思維，
提升農民與農業價值，希望能吸引更多想要回
家鄉務農的年輕人共同參與，使農業升級更具
競爭力；農民大講堂則是邀請嘉義大學農業推
廣中心及嘉義縣政府農業處，透過專題講座，
讓農民學習農業新知，分享智慧農業、永續農
業的農產品網路行銷與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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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蛋品分級機                  

圖6  畜牧場用大型風扇

圖10  應用手機app瀏覽養蝦場之水質
圖11 水溫、酸鹼值、溶氧

量、EC值感測組 圖12 設施內光積值、光質感測模組 圖13 整合手機遠端操控之智慧環控系統

圖14  天氣探長-智慧田間氣象監測 圖15 智慧省工噴藥機具 圖16 智能化溫室暗渠系統 圖17 設施農園作物觀測系統

圖18 設施內環境感測模組

圖3  牛隻精準餵飼系統

圖7  牛隻舒適度控制調整設備

圖19 設施內補光感測模組

圖4  牛隻刷背機 圖5  電動牛隻吊掛移動閘

圖8  智能化養殖漁業氣象站 圖9  養殖漁業水質智能監控設備及AI水下影像監控系統

圖20 智能化溫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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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智能化噴霧(遮蔭網覆蓋)降溫                  
圖22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研製

之槽耕用電動鬆土機
圖23 國立嘉義大學研製之一

畦二行式大蒜收穫機 圖24  國立宜蘭大學智能化豬隻繁養殖場生產系統之建構

圖25  國立宜蘭大學趕雞機器人

圖28  加壓式畜牧廢水撒佈機-比利時製造 圖29  農噴無人機                   圖30  電動割草機

圖31  電動遙控噴霧機 圖32  自動導航系統 圖33  電動搬運車

圖34  文旦柚子分級機                   圖35  電動搬運臺車                  圖36  電動吹吸碎葉機 圖37  電動割草機               

圖26  國立中興大學AI智動化家禽產業技術 圖27  國立中興大學AI家禽聲紋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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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眼乾自動化去籽機示範觀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鄭經偉 

．博士研究助理 李承翰

一、技術研發背景

龍眼，屬無患子科的常綠喬木，且為商業
化種植的經濟水果作物。龍眼產地遍布於熱帶
和亞洲熱帶國家，且廣泛種植於中國、泰國、
越南、菲律賓等地。龍眼乾果肉具有大量生物
活性化合物和多種營養物質，如：蔗糖、果
糖、葡萄糖等。龍眼乾果肉可作為傳統中藥具
有健胃、退熱藥、驅蟲藥或解毒藥，具有促進
血液代謝，緩解失眠和預防健忘症之功效。

台灣目前也是亞洲地區龍眼重要的產地

之一，目前台灣龍眼種植品種以「粉殼」為大
宗，種植區域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尤以台南、
台中、高雄和南投四縣最多。依據2020年台
灣農業統計年報，國內龍眼種植面積10,612
公頃，年產量達64,543公噸，年產值大約30
億新台幣。新鮮龍眼水分含量高，龍眼產季多
集中於夏季，採收後的新鮮龍眼處於高溫高濕
環境，使龍眼採後的存放壽命變非常短及易腐
爛，在室溫下大約只有存放3-4天，龍眼鮮果
果會慢慢滲出汁液變質，將影響新鮮度和價
值。為了延長龍眼的食用期限與儲存，通常會
對新鮮龍眼進行加工處理，普遍的做法是對龍
眼進行烘焙製做成龍眼乾，可以有效的延長保
存時間，亦可做成罐頭、酒、果醬等產品。以
龍眼乾最受歡迎，適合直接作為甜點或零食 
食用。

圖38 電動籬笆修剪機 圖39 電動鋸木機 圖40 手推式電動割草機-1 圖41 手推式電動割草機-2

圖42 自動水果削皮機 圖43 蒜頭磨根機                   圖44 電動馬達輔力推車-1 圖45 電動馬達輔力推車-2 圖46 工研院開發之電動搬運車

圖47  工研院開發之設施內自走式遙控噴藥設備 圖48  台中區農業改良場開發之電動施肥機
圖49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開

發之雜糧無人播種機 圖50 大豆粒徑分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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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圓盤會將龍眼乾送至果肉切割部，並由夾抓
和鋼線壓板，如：圖2所示，將龍眼乾固定，
固定完成後由果肉切割刀具 (圖2(b)) 對龍眼乾
果肉切割一缺口。本機所開發之龍眼乾果肉切
割刀具，優點為切割龍眼乾果肉過程為單行程
切割，相較過去機器往復式切割方式，新開發
之刀具在切割過程中不易造成龍眼乾果肉破碎
和龍眼籽破損。圖2(a)新設計的刀具切割龍眼
乾後，果肉可保留於龍眼乾上。

新鮮龍眼烘烤成龍眼乾，龍眼乾為食品加
工應用須求則要進行剝肉去籽。龍眼果肉含糖
量高，經過乾燥後，龍眼乾果肉會焦糖化並具
高度黏性且果實形狀不規則，導致剝肉去籽過
程困難度變高。目前龍眼乾剝肉作業仍採人工
逐粒剝肉，並以人工方式用刀具將龍眼乾果肉
切割開並將籽取出，其作業過程速度緩慢，需
消耗大量人力。由於農業人口老化，人力資源
大量減少，龍眼乾人工剝肉、去籽恐有食品衛
生安全之疑慮，若能以機器對龍眼乾剝肉去籽
可以有效降低人力成本及提升生產效率，去除
食安衛生、人力不足等問題。

二、作用原理與性能探討

臺中科技大學振動實驗室團隊為解決龍眼
乾產業發展瓶頸與缺乏龍眼乾剝肉機械，進行
龍眼乾剝肉去籽省工機械開發製作。振動實驗
室團隊過去所開發之龍眼乾剝肉機器可以順利
對龍眼乾進行剝肉去籽，但過去所開發之機器
體積過於龐大，機械結構複雜維修調整不易，
剝肉過程須要對龍眼乾果肉進行加熱，才能順
利將果肉與籽進分離。過去開發之機械其龍眼
乾果肉切割刀具和剝肉模組並無法適用於各種
狀態之龍眼乾。影響龍眼乾剝肉的因素從龍眼
乾的大小、果肉厚薄、烘乾率、環境溫度等，
都會影響龍眼乾剝肉去籽之成功率。目前所推
出之新機器採用圓盤式架構，將龍眼乾輸送置
各部作業機構位置進行剝肉和去籽作業程序，
圓盤式龍眼乾剝肉去籽機器各部位機構位置，
如圖1所示。

圖1  圓盤式龍眼乾剝肉去籽機各部位機構位置。

圖2  (a) 夾抓和鋼線壓板固定龍眼乾，刀具切割龍眼乾果
肉。(b) 切割完成鋼線壓板上移，夾抓打開。

圖3  (a) 龍眼乾經過擠壓籽肉分離。
 (b) 龍眼乾果肉和籽分離。

龍眼乾果肉切割完成，由剝肉模組將龍眼
乾果肉和龍眼籽分離，如：圖3(a)。本機器之
剝肉模組，經過多年研究改進，減少剝肉過程
元件變形量，使剝肉模組可以適用於不同大小
之龍眼乾，剝肉成功率和模組的使用壽命都有
大幅提升。圖3龍眼乾籽肉分離完成。本機器
上所使用之龍眼乾果肉切割機構和龍眼乾擠壓
去籽裝置 (M633457)，均成功獲准專利。

國內龍眼品種眾多但以「粉殼」品種為主
要，龍眼採收後各地農戶在製作龍眼乾的程序
都不相同，有些地區農戶會將龍眼乾分成兩次
烘烤去除水分，有的則是一次就將龍眼乾烘烤
至可以長期保存狀態。龍眼乾烘烤後的果肉厚
度、水分含量等因素都會影響剝肉過程。因此
本團隊與台中市大里區炳宏農場和台南市東山
區仙湖休閒農場合作，由兩家農場提供各自烘
烤之龍眼乾對圓盤式龍眼乾剝肉機測試。不同
直徑大小 (15~22mm) 的龍眼乾，由機器進行
剝肉去籽，最後將龍眼乾肉放入水中浸泡，龍
眼乾果肉吸水後會呈現燈籠狀，機器對龍眼乾

目前圓盤式龍眼乾剝肉去籽機器進料和龍
眼乾果肉集料方式先採人工擺放進料和收集，
後續完整之機器將會增加自動進料和龍眼乾果
肉收集裝置。龍眼乾剝肉去籽作業，由人工將
去殼之龍眼乾擺放置到置料座上 (圖1(a))，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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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本中心前主任彭添松教授 於
今年1月14日在美國加州洛
杉磯寓所辭世，享耆壽95
歲。彭教授曾任職於農復
會、農發會（農委會前身）
和農委會，負責推動台灣農
業機械化規劃與執行工作，
任職期間大力加速推行台灣
農業機械化和加速推廣稻穀乾燥機等重大農機
發展政策。彭教授退休後轉任台灣農業機械化

三、示範觀摩及座談會

本研究成果分別於2022年10月7日在臺中
市大里區炳宏農場及2022年11月11日台南市
東山區仙湖休閒農場，舉辦兩場示範觀摩及座
談會，以介紹本機器的功能、示範機器操作、
傾聽農民之建議與意見交流，農糧署長官和農
民都很踴躍出席本團隊舉辦龍眼乾剝肉機示範
觀摩活動。農民以自身多年的剝肉經驗給予此
機器許多建議。並肯定本團隊多年投入與開發
之成果，並提出自動化或半自動化龍眼乾剝肉
去籽機械有迫切需求，以減緩龍眼乾產業人口
老化、人力吃緊等問題。希望本團隊加速開發
進度，並期望能將機器加入自動進料和集肉等
功能。兩場觀摩會照片如圖5~7所示。

四、結    語

目前台灣面臨農村人口老化、人力結構改
變等問題，造成農業人口日益嚴重短缺，人工
對龍眼乾進行剝肉去籽過程為一重複性動作，
剝肉過程枯燥乏味對於現代人極不願意從事此
工作，而在市面上未有可以對龍眼乾進行剝肉
去籽之自動化或半自動化機器。本計畫所研製
開發之龍眼乾自動化剝肉去籽機正可以適時補
足產業人力短缺的問題，降低龍眼乾產業人力
投入高度需求之程度，自動化或半自動化機器
的導入，可以提升可以龍眼乾的後續加工品
質，並使龍眼乾剝肉去籽過程以符合食品安全
衛生之標準，增進龍眼乾之品質和經濟價值。
示範觀摩會聽取在地農民之意見，農民期望未
來機器可以加入自動化進料和集肉等功能，使
機器提高省工作業程度，若未來機器功能完善
可以實際用於產業，可以提
升龍眼乾產品價值，並有效
增進農民收益，解決食安衛
生和勞力短缺問題。

(代表作者鄭經偉教授聯
絡電話：04-22195795，
E-mail : cwcheng@nutc.
edu.tw)

圖4  龍眼乾由機器
籽肉分離，龍
眼乾果肉泡水
會呈燈籠狀。

圖5 台中炳宏農場示範觀摩會大合照

圖6 台南仙湖農場示範觀摩會，計畫主持人與農場代表。

圖7 台南仙湖農場示範觀摩會，中寮鄉果樹產銷班會後合
照。

剝肉去籽並不會將果肉外形結構破壞，而影響
果肉之完整性，如圖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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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董事長代表本中心致贈洪煜棋先生卸任董事長感謝牌一面

本中心董監事及主任合影

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曾在農機中心發行的<台
灣農業機械＞雙月刊撰寫多篇有關台灣農業機
械化發展歷程。彭教授任職農機中心期間曾組
團帶領台灣農機產官學研界前往日本、韓國、
中國和南向東南亞考察各國農機發展現況。彭
教授擔任公職之外曾經服務於桃園農工職校，
中國農業機械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 和擔任台灣
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機械組兼任教授等職。(圖
文訊息由本中心顧問暨國立臺灣大學盧福明名
譽教授提供)

許游鑲先生新任本中心董事長

本中心於112年4月13
日下午在農機中心會議室舉
行第14屆第1次董監事聯席
會議，選舉常務董事、董事
長及監事主席暨第14屆董事
長交接儀式。由三久股份有
限公司許游鑲先生當選董事
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陳麗玉和台北市農會蘇光正當選常務董事，
續聘請邱奕志先生擔任本中心主任。許董事長
代表本中心致贈洪煜棋先生卸任董事長感謝牌
一面，感謝洪董事長過去六年來對本中心的付
出及卓越的領導，讓本中心會務運作順暢及對
外農機業務的發展。新任董監事名單如下：
董 事 長：許游鑲 
董　　事：陳麗玉 (常務董事)、
　　　　　蘇光正 (常務董事)、李允中、
　　　　　吳政鴻、林達德、宗安平、

葉仲基副教授 於2023年2月
1日退休。葉教授於1980年
自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
系機械組畢業，1982-1984
年於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工程
學研究所機械組取得碩士學
位，1987-1992年於德國柏
林工業大學設計與製造系機
械設計研究所農業工程與建設機械組畢業獲博
士學位。1983-1985年進入國立臺灣大學農業
機械工程學系擔任助教，1985-1992年期間擔
任講師，1992年升等副教授服務迄今。在國
立臺灣大學服務期間，研究主題為智慧機械、
車輛工程、液氣壓控制、振動噪音量測、人因
工程、精準農機、生物產業機械；授課領域包
含動力機械、生物產業機械、油氣壓學、車輛
工程、有限元素法、機械與農業 (通識)、生物
產業工程實習、機械工作法實習、人因工程、
振動噪音量測與分析、振動學、農用曳引機特
論。除了主要的教學課程、研究之外，在校內
擔任過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生物能源
研究中心熱轉換技術組組長、副主任、主任。
在校外亦擔任台灣農學會秘書長及出版組主
任。曾獲得獎項，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及教學優良教師；中華農業機械學會農機成就
獎 (技術)、農機學術成就獎及學刊論文獎。

 

　　　　　莊銘圭、張澋瑄、廖宗義、
　　　　　鍾瑞永、鄭學隆、雷鵬魁。
監事主席：劉意文 
監　　事：洪煜棋、陳世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