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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農機共識營惠蓀場之紀實(二)

． 本  中  心

二、專題演講

(四)  歷代性能測定之狀況看台灣農機發展趨勢
農委會為輔導農業機械化發展，以提升農

耕作業效率及農業生產品質，輔導農民購置農
業普遍需求之種植、管理、收穫及採後處理等
農機。此項作業逐年由農糧署依據「年度農機
補助實施計畫」辦理，所研擬之農機申請列為
補助牌型之規定，係依據「農機申請列為補助
牌型作業規範」。據此，農委會為因應國內農
友及農機廠商，申請農業發展基金之農機貸款
及補助牌型審核的需求，以提供農民選購性能

優良的農機。農業試驗所特辦理農機性能測定
業務，提供性能測定報告，以供相關單位參考
及查證使用，依國內所研發之新型農業機械各
機種，目前計有112項新型農機測定方法與暫
行基準。本次邀請徐武煥副研究員主講「歷代
性能測定之狀況看台灣農機發展趨勢」(圖6)，
農試所自辦理以來，截至111年7月底止，已完
成612件新型國產農機之性能測定，並於測試
完成後出版測定報告。

對於一般性農機補助，必需先通過性能測
定才可以列為補助機種。近年因性能測定的申
請案件量大幅增加，礙於農試所人力有限，短
期內無法消化完成急遽增加的測定案件。為協
助擴大農機性能測定之辦理能量，將通過性能
測定的農機具提供農民使用，以增進農業生產
效率。因而透過農試所與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協

                        (文轉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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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一頁)

圖6  徐武煥副研究員主講「歷代性能測定之狀況看台灣農機發展趨勢」

作，設置「農機性能測定示範平台計畫」建構
新型態產官學研合作機制。此統籌計畫內含2
個細部計畫，由農委會農業試驗所統籌，再委
由中華農業機械學會研提一個性能測定細部計
畫。此統籌之農機性能測定示範平台計畫，自
108年至111年度，皆為各別年度衡量協測需求
之計畫研提，對於整體農機性能測定的量能有
極大助益。

108年起由中華農業機械學會整合臺灣大
學、中興大學、嘉義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宜
蘭大學等五校人力，協助測定，並持續廣邀退
休人員參與性能測定，藉此增加農機性能測定
總體量能。此合作平台計畫已有效減輕農試所
研究人員測定業務負擔，並藉此提升各校農機
性能測定之實測試驗經驗傳承。108和109年
經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及五校投入協測，共委辦
完成30件性能測定案件，佔該2年度申測案件
21.9 %；110和111年度共完成40件農機性能
測定案，約完成總申測案件之38.4 %。在這幾
年協助農機性能測定過程中，為了充實各個學
校設備與儀器運用能力，於110及111年度由
中華農業機械學會，協助採購相同規格等級的
基礎檢測儀器設備，提供各校使用。在111年
度農委會再協調各農業試驗改良場協助性能檢
測，目前有桃園區、臺南區與臺東區等三個農
業改良場投入協測。

傳統農業機械領域依使用功能計有，整
地、種植、管理、搬運、收穫、乾燥、後處
理、畜牧、多功能複合機具及其他功能等。逐
年累計民國75年至111年7月通過農機性能測
定之農機類型台數，以管理功能類別的農業機
械最多，計有255件，搬運類型農機次之140
件，收穫後處理64件，乾燥類別56件。田間管
理機械分布，以中耕管理機最多佔管理類農機
的22%，割草機次之佔19 %，樹枝打碎機佔
11 %。民國82年至97年期間各農機類別列入
農機補助牌型，管理類別之農機達43.19 %，
收穫類別農機為12.91 %，後處理之農機類別
次為26.76 %，種植類別之農機為6.34 %，從

以上數據可概略看出國內近年之需求所在。
農業機械安全性檢測方面，可借鏡日本

農機安全性評估。日本農業機械之安全性評
估係由農業及食品研究機構 (NARO) 下之
農業機械研究所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IAM) 進行。例如曳引機駕駛艙
結構相關之安全性試驗，以及現代曳引機配備
防撞LIDAR感測裝置，以避免駕駛人員同時
操作農事作業時未注意到週遭情形，而產生
行進撞擊意外。相關之安全性檢測係對照國
際標準而制定，如 ISO 18497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tractors - Safety of 
highly automated agricultural machines - 
Principles for design。日本也經由農業機械
的安全性檢測，由NARO核給通過安全檢測的
農機安全性標章。

日本NARO 近年研發的農機諸如，搬運
作業與果園及葡萄園棚架作業之省力作業輔具
之開發、自動閃避植株樹幹的割草機、可自動
調整水平的電動升降作業平台、桿式噴霧機加
裝靜電噴霧功能以提高附著度、辨識草莓成熟
度進行自動化採收、曳引機加裝 LIDAR 感測
系統以預防作業過程有碰撞情形產生。日本也
已將這些研發成果商品化，計畫性地拓展應用
於市場之中。

我國近年計畫性發展智慧農業、省工省力
的農業機械器具及輔具、農事機器人等。農試
所研發之智慧載具可支援感測系統以建構作物
的資訊地圖及智慧灌溉系統等。產業界也有引
進無人駕駛動力方向盤系統，具有定位功能。
目前無人機屬於民航局管轄，使用操作需要有
合格證照以降低突發危害情形，噴灑之均勻度
需進行性能測定，國內大專院校也有發展無人
機培訓場域。各國在未來農機發展趨勢方面，
諸如無人飛行載具以應用於作物直播、噴灑肥
料與施藥；各式田間作業之農業機器人，可適
應地型斜坡使用於田間之平台載具；自動辨識
作物與雜草的除草機具等，以及無人噴藥機
具、自動採摘果實 (哈密瓜、小番茄等) 之機器
手臂 (人) 等。

徐武煥副研究員對台灣農機發展趨勢看法
如下：(1).台灣農機生產仍以小型農機為主，
大型農機為輔，種植採收則有附掛式的大型機
具發展趨勢。(2).驅動動力由引擎轉為電動化
發展，此為淨零碳排之世界趨勢與我國長期政
策，但是小型農機短時間難以全面以電動化取
代，考量電池儲存量與重量的技術研發也是需
要，以適應於各種農業機械應用，如小型女力
農機。(3).種植機、移植機與收穫機為目前之
農機技術缺口，如可適應密集種植與行株距調
整之技術發展，有些國外機械引進到台灣卻無
法適用即是因為行株距問題。種植與移植之農
機目前有桃園區及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進行研
發，日商社ISEKI公司亦在發展適合台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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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葉菜密植模式移植機。(4).農業機械的使用
安全，(5).無人化及智慧化農機之發展，包含
設施內使用及露天栽植用，(6).無人飛行載具
(無人機UAV)之應用與技術發展等。

(五) 農業改良場之農機發展現況與展望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張金元助理研究員主

講「農業改良場之農機發展現況與展望」。近
年我國各地區皆面臨產銷問題，因此各區農業
改良場也配合農糧署一起來面對現況解決產地
遇到的問題，如今需著重於建立一貫化省工作
業機械，及設立農產加值打樣中心‒農產加工整
合服務中心。例如台南地區與花蓮地區的文旦
產業需要文旦加工量產技術，果皮可用精油刮
取機萃取出精油，果肉可用文旦分切機分離果
瓣，再用柚肉分離機挑出果肉。不僅運作效率
可達每小時200公斤，更節省2倍人力，提升30
倍量能。茶產業有茶葉改良場各分場的協助幫
忙，包含新技術引入、茶園省工機械研發、智
慧農業與電動農機之研發與示範觀摩等。台南
區農業改良場幫忙大蒜產業做大蒜機械化播種
之省工農機開發，使用大蒜磨根機每小時可以
處理36公斤以上的大蒜，相較於人工每小時只
能處理2公斤效率足足提升18倍。臺中區農業
改良場針對設施葉菜生產之淨零循環，除了一
系列技術研發，也辦理示範觀摩，各地區農業
改良場皆盡力貼近農友的需求。就以上舉例，
我們可發現現行技術都不只是單一項的技術發
展，而是一整個系列發展，一直到技術擴散也
是協同外部單位一起進行，這也是農委會最近
一直在宣導的。例如中部地區，前幾年以芋頭
的機械化栽植到採收為主要技術發展。，近幾
年百香果與雜糧產業，以及文心蘭產業與大宗
蔬菜等省工農機，都是產業持續有需求，因此
各改良場持續相關的一貫化作業系統之開發。

歷年以來，各區農業改良場也參與各年
度農機與生機相關研討會，農機中心也已逐步
將歷年研究之科技文獻收錄，只要大家簡單註
冊使用，即可檢索瀏覽國內外生機與農機研討
會如ISMAB國際研討會文獻，網址分享於此
tambss.org.tw/login.aspx，歡迎大家註冊使用
(圖7)。

綜上所述，各地區農業改良場業務，有很
多面向都必須同時考慮。從農機因應農友需求
而開發，完成原型機後需進行專利申請保護智
財，再技轉給潛力廠商進入商品機製作，接著
辦理示範觀摩會，偕同外部單位作技術擴散，
並將開發與試驗彙整為科技文獻，以作為科技
發展之延伸。例如上述所提的柚子產業，也衡
量開發如柚子口味的啤酒。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也有作啤酒花的開發，啤酒花就需要機械種植
的技術來幫忙，所以產業就需要機械種植的技
術來協助。再例如果醬開發製作、釀酒等初級
加工技術開發，相關的產品就因此開發地越來
越多元，期望更多民眾、農友、產業界或是農
政單位，在我們辦理相關的示範觀摩過程，來
了解各地區農業改良場的開發成果。各個試驗
改良場也都是採取共同作戰方式，試圖在相同
場域內有多種的成果可以系列呈現。

另外，因為國內農糧作物多元，且多為面
積小，沒有太大的誘因讓農機廠商投入研發，
因此透過引進改良或是補助購置國外的農機，
以協助國內生產所需。在引進特定國家的產品
過程，藉由外部單位團隊，例如農糧署、地
方各級農會、農業科技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
院、農友、產銷班、合作社、農機廠商、大專
校，共同協力促使技術擴散。各區農業改良場
的研發試驗，水稻產業方面，有無人機撒播開
發及省工高效機具研發應用於鐵粉披衣稻種技
術之研發；智慧間歇灌溉技術發展，達成省工
省水及遠端自動灌溉，且可降低甲烷碳足跡；
分子標誌輔助水稻育種，以導入抗病基因，並
提升育種效率，成果如台中秈稻199號之育種
成功。雜糧新產品與農機研發方面，紅薏仁萃
取產品開發，也發展差速輪式脫殼機協助薏仁
脫殼，並開發滾筒式孔洞粒徑雜糧分級機。果
樹產業之技術與產業發展方面，例如葡萄育種
使果實成色鮮明，果型特殊解不易脫落與裂
果，糖度提高具有特殊香氣而合適釀酒；發展
省工省力輔具，規劃方便管理的一字型整枝種
植，栽培過程使用LED光源照射紅光，提供田
間病害與蟲害診斷等。

蔬菜產業之技術發展方面，例如甜豌豆的
栽培管理輔導，協助改善栽培方式與建立病蟲
害防治觀念，指導安全用藥，危害物管理從降
低危害物影響與作物整合管理系統，並將技術
擴散到各個產區；預冷與貯運技術的開發如壓
差預冷，除花萼採收，輸日之海空模擬運輸，
提高儲藏期到40天以上等；小黃瓜智能化滴灌
系統開發，獲取小黃瓜之蒸發散量數據與設施
內微氣候數據，以自動滴灌方式給水。蔬菜產
業之光譜影像智能化栽培管理技術開發方面，
應用 UAV 與感測技術在蔬菜育苗生育檢測及
栽培管理，蒐集作物資料與環境數據並搭配
UAV 與感測光譜，建構蔬菜產量預測模式，
並持續蒐集光譜影像以發展深度學習技術之開圖7 農機與生機科技文獻檢索系統」首頁https://tambss.org.tw/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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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資通訊技術應用，如以5G通訊及物聯網
技術應用在種苗生產，以往是以收抄本資料登
打紀錄，容易造成資料漏失，也容易因為人員
疲勞使資料登打效率低落，往返場域登打紀
錄，也有時間落差。當作物品項多樣化，數位
化才可顯示充分資訊，也可經由數據系統性分
析使資料加值。

花卉產業之技術發展方面，應用水耕栽
培系統，以解決洋桔梗連作障礙，達成周年
4期栽培，提升切花產量3倍，整體節水率達
8.4倍。以智能補光方式，提高洋桔梗的切花
品質，增加切花長度15 %以上及單枝總花數
達50 %以上，節約用電成本35 %以上。使用
切花用保鮮劑於儲運包裝以有效維持葉片鮮
綠，花頸挺立，提高花蕾開放度與花色呈現，
而切花用保鮮劑需不含重金屬以對環境友善。
文心蘭智能化LED補光技術則使A級花增加
50 %，整體花期延長1個月，補光用電成本節
省50 %。文心蘭省工機具開發如，包裝用進紙
與包裝摺紙機開發、文心蘭栽種介質與碎石分
離機開發、文心蘭搬運車開發等。

省工與省力機具方面，開發之嫁接輔助機
具，作業速度每小時250~300株，技術以商品
化並技轉3家業者。電動機具如電動施肥機、
電動自走式升降機、嫁接用輸送帶機具等。智
慧物聯網技術應用方面，如葡萄建構科技物聯
網技術，使用5G傳輸環境數據，進行設施內
PLC主機之智慧控制，設施內各項感測數據
使用Wi-Fi傳輸，透過網路並應用中華電信智
慧農業管理系統，可提供使用者觀看環境數
據，建構雲端戰情瀏覽介面，在設施內可使用
人機介面或是使用手機、平板結合APP進行系
統控制操作等。圖8為張金元助理研究員演講 
情形。

圖8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主講「農業改良場之農機發展現況與展望」

圖9 本中心邱奕志主任階段主持分享

本中心邱奕志主任主持分享提及，確實過
去比較專注單一的研發方針，現在則需要有一
貫化的系統性思維，也包含傳統機械開發的思
維，延伸拓展到萃取與生技層面技術，並多元
加值農產品各階段之產出(圖9)。  (下期待續)

2022中臺灣農業行銷暨園藝資材博覽會 
- 智慧及循環農業展 (一)

． 本  中  心

「2022中臺灣農業行銷暨園藝資材博覽
會」自9月24日到10月2日，連續9天在彰化溪
州公園盛大展出，展覽館 (區) 規劃為，「智
慧及循環農業」、「中台灣農產館」、「食農
教育館」、「園藝及多肉展」、「盆栽及雅石
展」、「工商產業展」，以及人員 (cosplay)
互動的「親子遊憩區」等。展覽指導單位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彰化縣議會。由彰化
縣政府、臺中市政府、南投縣政府、苗栗縣政
府、雲林縣政府共同主辦，彰化縣政府承辦。
共同協辦單位為，彰化縣各級農會、中華盆栽
藝術全國總會、中華雅石藝術總會、明道大
學、工業技術研究院。

「智慧及循環農業館」由明道大學負責規
劃，工業技術研究院協同展出。進入展館，立
即見到象徵提供大量農業動力，用以耕作、收
穫及各式農業操作過程的現代大型曳引機，以
及介紹從遠古到現代的農業動力的演變，包括
提供農務所需的人力、獸力及機械力。從農機
時光迴廊隧道中，反思從舊、新石器時代人類
所發展農林漁畜牧過程，再邁入近代，並對比
近年智慧農業所帶來的實務科技性。展覽館主
軸包括智慧農業、電動農機、循環農業，並導
入AR技術，利用視覺虛擬技術，可讓觀展者
立即感受現代農業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性與其實
務內涵。

現代曳引機從引擎功率到傳動系統、車身
配置和附件，皆朝向堅固耐用的機械設計。曳
引機結構和零部件都經過精心設計和測試，以
確保其能夠在惡劣的農業環境下長時間運行，
以滿足不同氣候環境農場的需求。現代農機配
備先進的電子控制系統，以提供更精確的操作
和監控功能，這些系統包括數位儀表板、電子
油門控制、自動穩定系統等，使得操縱曳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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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22中台灣農業行銷暨園藝資材博覽會」於彰化縣溪州公園盛大展出(以防疫安全通道入場參觀)

變得更加容易且精確。現代曳引機的駕駛室設
計人性化，提供良好的視野、調節座椅和符合
人體工學的控制配置，從而減輕駕駛人員的疲
勞並提高工作效率。並採用節能和環保技術，
以提高燃油效率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這些技

圖2  彰化縣長王惠美、本中心邱奕志主任、明道大學前校長陳世雄教授、明道大學劉程煒主任、農糧署資材組黃俊欽組長、 
農機肥料科陳麗玉科長、銘冠農機公司陳慧蓉經理等一行人於智慧及循環農業館合影

術包括低排放引擎、智能節能系統和燃油管理
功能，有助於降低操作成本並減少碳排放。

智慧農業及電動農機

以虛擬科技VR技術體驗現代智慧農耕過
程，讓智慧農機操作者在虛擬實境之中熟練操
作技巧，或是獲得安全培訓(圖5)，未來的農機
元宇宙可再結合資訊共享與團體協作，期能藉
此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以幫助農民有智能化的
決策管理。

農用無人機教學與體驗，農用無人機是專
為農業應用而設計使用的無人飛行器，可在農
田進行即時影像紀錄監測與測量及執行特定任
務，例如葉面精準噴藥與施肥、病蟲害監測與
防治等，可利用手機app規劃路徑或自動生成
噴灑飛航路徑，在展館中也提供小型無人機給

圖3 實 體 意 象 曳 引 機 ( 廠 牌 : J O H N 
DEERE, 型號:6125M:產地德國)

圖4 實體意象曳引機(廠牌:VALTRA, 
型式:CS202FT:產地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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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展者體驗一下，以了解實際操作手感(圖6)。

圖8 溫室自動噴藥車

圖9 電動農機之重型適應地形協作載具

圖11 應用於葡萄設施種植之智能化系統及補光系統

圖10 可適應種植葡萄溫網室地形空間之重型噴藥噴霧載具

智慧農業展館內包含智慧溫室番茄栽培示
範、小型節能科技葡萄園，明道大學與佐翼科
技共同研發溫室自動噴藥車，最小轉彎半徑0.5 
m，具四輪傳動功能，有360度LIDAR及雙目
視覺避障模組，可承載50 L水箱並在溫室內自
動化噴藥，配掛20組噴頭可在1.1~2 m垂直距
離伸縮噴藥桿 (圖8)。

圖6 可夜間作業精準噴藥施肥農用
無人機-1

圖7 可夜間作業精準噴藥施肥農用
無人機-2

於展覽中，工研院展出經濟作物可調適性
補光模組，例如葡萄作物，目前多使用傳統螺
旋燈進行夜間捕光，但是無法調整光強度與光
譜，然而作物在不同的生長期間所需的光強度
與光譜有所不同，工研院針對葡萄作物投入適
性補光模組，可使用電腦、平板或手機，調整
光譜與控制光強度，以提高葡萄開花率及著果
率 (圖11~13)，展區還有智慧溫室番茄栽培示
範，小型節能科技葡萄園，菇類藍光栽培 (圖
14~16)，有的農業環境常常需要降溫、加濕、
消毒、施肥或鎮塵，因此噴霧系統有其技術發
展與應用需求，農林漁牧生產也需要消毒提高
衛生質量，歐美與日韓皆有應用次氯酸生成設
備，投入農業生產環節，以提高農產質量與安
全衛生。目前國內判斷草莓病害方式，多是依
據外表病徵判斷，除了要仰賴豐富經驗之外，

圖5 農機元宇宙應用VR科技體驗農耕過程

工研院最新的智慧及循環農業利用，大型
共同載具，結合電源、傳動模組、致動器及感
測器模組。按照不同需求導入應用，把車體承
重量極大化與適應種植地形，提供智慧化省力
協作載具，例如依照種植葡萄溫網室空間，所
設計的大型共同載具平台，結合快充電源組，
改良傳動裝置與致動器，應用各種感測元件，
將車體轉向系統優化，使迴轉半徑極小化，如
此以因應種植環境與地形之所需，達到適應多
種地形之協作載具研發設計目的。或進一步應
用無線通訊及無線網路，發展可透過遠端操控
的系統，遙控距離可達≦100 m，以遠端控制
載具移動狀態並進行噴藥作業 (圖9~10)，以此
方式也可提高保護噴藥人員的作業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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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針對潛伏於植株內病害進行有效判斷。苗
栗區農業改良場專家跨領域與工研院合作，開
發適用於草莓炭疽病核酸引子組，可以協助大
型育苗農戶進行母株篩檢。為了能即時在現場
提供育苗護病害資訊，特開發了可以在現場使
用的簡易式植物核酸萃取裝置，搭配等溫PCR
檢測與栽培管理，如此以有效降低炭疽病發生
率，減少農藥使用。

展覽中也展出明道大學響應推動農機共享
計畫，為了達到淨零碳排之永續發展，電動農
機方面，展館內集結各式各樣使用充電式電力
的小型農機，以達現代環保低碳，相對於傳統
的內燃機動力農機，電動農機具有以下特點：
1. 低噪音和振動：相對於內燃機 (四行程與二

行程引擎)噪音和振動，電動農機通常運作
較平穩，噪音和振動較低。這對於農務環境
和操作人員的舒適性具有積極改善效果。

2. 可持續和可再生能源之使用：電動農機可以
使用可再生能源來充電電池，例如太陽能或
風能。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進一步提高
農業的可持續性和環境友好性。

3. 易於操作與維護：電動農機通常具有簡單的
操作界面和控制系統，使得操作更加容易。
此外，由於電動農機不需要燃料混合和點火
系統，維護和保養相對簡單，不需要定期更
換機油和濾清器等部件。

4. 環保和能源節約：電動農機使用電池或電動
馬達作為動力來源，不產生直接的尾氣排
放，從而減少空氣和環境污染。

目前現代化電動農機仍然面臨一些技術層
面須突破，例如電池的續航能力與電池的尺寸
與重量，以及電動農機可提供的極限扭力等。
然而現代不斷推進綠色能源之使用以及ESG永
續發展等目標發展，相信電動農機在農業領域
的應用具有長足化發展可期。     (下期待續)

圖15 可調適節能噴霧系統

圖16 智能化自動肥灌系統

圖12 於葡萄園實際使用之調適性補光模組-1

圖13 經濟作物可調適性補光模組-2

圖14 應用於番茄種植之可調適節能噴霧系統

圖17 溫室自動噴藥車 圖18 電動搬運車-1

圖19 電動搬運車-2 圖20 碎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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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掛硬管式割草機安全防護之研究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邱銀珍

前    言

目前農友使用之割草機，計有背負軟管及
肩掛硬管兩種機型，割草刀則有尼龍繩及鋼製
刀片兩種。操作時肩掛硬管式割草機較容易扶
持，但草地之角落較不容易割除，且割草刀採
用鋼製刀片者較易發生意外，甚至造成傷害，
採用尼龍繩割草刀者，容易因雜物攪拌使操作
者無法平衡。割草機以重量輕、容易操作及價
廉等有利因素而廣受農友使用，然而常因草地
高低不平或藏有金屬鐵塊、石塊、水泥磚塊等
硬物，致割草機失控或刀片斷裂而傷及操作
者。因此，本研究以提昇肩掛硬管式割草機之
安全防護為目標，研發安全防護裝置，以降低
對使用者之傷害。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2006年大順牌TS-430H肩掛硬管
式割草機壹部及自行研發之動力接
合卸除裝置壹組。

二、方法：
(一) 構想原理：
當割草刀片遭遇金屬或石塊等硬物時，會產生
反向阻力，導致機身搖晃，當操作者因搖晃而
鬆開操作把手之離合器時，傳動軸會因離合器
上之彈簧彈開，瞬間切斷傳送動力，並藉由割
草部旋轉軸剎車裝置，立即剎住割草刀，停止
旋轉。
(二) 安全防護機構設計：
1. 切斷從引擎傳送動力至傳動軸之裝置。
2. 割草刀旋轉軸之剎車裝置，當操作者將右把

手鬆開時，即可剎住割草部割草刀之旋轉
軸，割草刀立即停止旋轉。

(三) 測試方法：
當割草機引擎達到2,800 RPM時，引擎PTO
上之離心錘因旋轉之離心力讓離心錘向外脫離
時，將附在鋼索上之內凹圓盤一起帶動旋轉，
進而帶動旋轉軸上之割刀，而操作人員在經由
測試人員統一口令時，右手將原先握緊把手放
鬆，而測試人員除用碼錶計時，也拍攝影片 
佐證。

結果與討論

肩掛硬管式割草機之動力卸除安全機構
零組件，分為主動傳送、滑動齒輪塊與被動傳
送等三大部分。整套動力卸除裝置是由同軸心
之凹凸齒輪組、開口L型拉桿、四溝凹凸圖形
剎車不鏽鋼盤、上下閉合之鋁製承載組具、動
力彈簧及軸承等零件所組成。主動傳送裝置係

圖25 充電式吹葉機

圖27 電動農機之共享計畫-明道大學

圖29 煙霧-消毒-驅蟲機

圖26 全地形履帶式田間機器人

圖28 碎竹機

圖21 電動自走升降作業車

圖22 電動自走噴霧車

圖23 充電式雜草修剪機 圖24 充電式吹葉機(前)及籬笆修剪
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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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訊

2023第17屆雲林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

為服務農友實地觀展與購買現代化農機之
便利性，體現我國農機產業現代化產業現況，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輔導，雲林縣政府
與台灣農業設施協會、臺灣農業機械暨資材協
會，共同辦理第16屆雲林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
展。展出多項台灣製造及多款知名進口品牌農
業機械，歡迎各界共襄盛舉，踴躍選購。
展覽日期： 112年9月23日(六)至9月25日(一)
       9月23-24日為AM8:30至PM5:30
 25日為AM8:30至PM3:00
展會地點： 雲林縣虎尾高鐵特定區
 建成路與學府西路交叉處

2023第17屆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嘉義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輔導，由嘉義縣
政府及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主辦「2023第17
屆台灣國際農業機械暨資材展-嘉義」，以服
務廣大民眾與農友，體現我國農業機械產業現
況，展出多款台灣製造及進口知名品牌的「省
工、新研發、智慧化、科技化」大小型農業機
械、智能應用與電動農機、農機附掛配套、農
機周邊零配件、農業資材、園藝手工具，歡迎
各界共襄盛舉，踴躍選購。
展覽日期： 112年10月20日(五)至10月23日(一)
 10月20-22日為AM8:30至PM5:30
 10月23日為AM8:30至PM3:00

由引擎端傳動軸連接凸形齒輪，並藉由軸承以
固定承載模具所組成。被動傳送裝置由割草刀
之傳動軸與四溝凸圓形剎車不銹鋼盤連接所組
成。滑動齒輪塊則由凹型齒輪及四溝直徑8 cm
之凹型金屬剎車盤傳動軸所組成。操作時藉開
口L型滑動拉桿，將引擎動力帶動之傳動軸與
凹形齒輪契合，再藉傳動軸將動力傳送至割草
刀，以進行割草工作。當操作者右手鬆開把手
時，藉由套在開口L型滑動拉桿之強力彈簧將
拉桿彈開，使L型滑動拉桿上之四溝凹形剎車
片與割草刀軸上之四溝凸形剎車片連接，形成
剎車效果。

肩掛硬管式割草機安全防護裝置，經測試
結果與現有割草機比較，其差異如下：
1. 現行割草機之安全防護措施僅於前方割草刀

部加上一半圓形之鐵製防護罩，防護效果有
限，當有意外發生時，操作者忙於照顧自身
時，割草機刀片依然持續旋轉，對操作者之
安全仍造成極大威脅。 

2. 加裝本安全防護裝置之割草機，當碰到硬物
機身反彈時，操作者感應機身搖晃而鬆開
把手，防護安全裝置可於1秒鐘內剎住轉速
3,000 rpm之割草刀，使割草刀不再旋轉，
進而保護操作者。因此，本安全防護裝置對
操作者而言更具保護效果。

3. 本機於2009年3月10日進行三十次之操作測
試，得知剎住割草刀旋轉之平均時間為1.1
秒，成功率100%。本機之缺點為動力接合
卸除裝置重量1.1公斤當附加在割草機之鋁
質中空桿上，操作時略為感受到有點重，
爾後量產時動力接合卸除裝置之重量宜再 
減輕。

圖1 動力脫離裝置初型製作品

圖2  動力剎車設計裝置 圖3  肩掛硬管式割草機安全防護雛型機

圖4  操控把手 圖5  肩掛硬管式割草機安全防護雛型機之操作

本裝置取得中華民國第M351595號新型
專利、本研究執行期間蒙詹
德財先生協助讓計畫順利執
行在此誌謝。

（相關資訊逕洽本文代
表作者邱銀珍，聯絡電話：
0932-287214，E-mail：
mk4089cyj@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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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地點： 嘉義縣太保市嘉朴東路一段×太子 
 大道交叉處(嘉義縣政府前空地)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榮獲 
111年國家發明創作獎

本中心邱銀珍研究員2017年退休前，任
職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期
間研究開發曳引機附掛甘藷去藤收穫一貫作業
機，在不同甘藷生產區，進行多次田間甘藷去
藤、挖掘試驗，結果顯示甘藷收穫順暢。其發
明除了可幫助解決人工勞動力短缺之外，也可
降低生產成本，收穫過程甘藷外表不破皮，收
穫品質佳，取得「去藤與塊根收穫結構裝置」
專利，專利證書號 M558518。參加111年國家
發明創作獎競賽，從上百位參賽者脫穎而出，
榮獲「創作獎金牌」。該技術可同時完成去藤
及收穫，節省購買二套農機成本支出，附掛於
30 hp(以上)曳引機作業效率一小時可收穫0.2 
公頃，比人工收穫快12倍。機械收穫每0.1 公
頃成本需400元，人工需6,000元，因此使用機
械收穫每0.1 公頃可節省5,600元，此發明極有
市場潛力，而且通過農業試驗所性能測定、目
前已技術移轉於泰利機械有限公司農機廠商開
始量產，並列入農機補助。

王美花經濟部長授獎由邱銀珍研究員代表領獎

王美花經濟部長授獎由張金元助理研究員代表領獎

發明人桃園區農業改良場邱銀珍副研究員(右2)、 
詹德財先生(右1)與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田雲生課長(左1)、 

張金元助理研究員(左2)於受獎之創作合影。

節之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農機研究室團隊，研發的「穀物去殼篩選機結
構 (專利證號：M537940)」，該技術應用穀
物的物理性質，如比重、粒徑、懸浮等，透過
離心力、空氣力學、孔洞篩網等原理，使穀物
脫殼後能有效快速的分離其粒、粉、殼，整體
提高穀物的篩選、收集效率，大量減少環境粉
塵。其技術發明設計3項關鍵特色結構，包含
正壓旋風分離、孔洞篩網選別、負壓吸料集殼
等結構，能在30 cm3體積之內完成穀物篩選分
離功能，此專利成果可有效製作成商品機，且
可降低製造成本，此發明為適合國內農戶應用
的小型脫殼、分級與選別加工處理機具，有利
於加速帶動國產雜糧穀物栽培應用與相關產品
之研發推廣，極有利於產業推廣應用。

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榮獲 
 111年國家發明創作獎

因臺灣能自產高品質的國產穀物，為提升
種植面積、糧食自給率，是農業發展的重要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