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輕量化機械手臂」- 水稻秧苗盤機
械手臂取卸系統（新型專利M566973）

作，並以秧苗盤專用智慧型夾爪，取代

水稻育苗彎腰操作；且夾爪能感知地面

高低、聰明夾取秧苗盤，緩解育苗業者

缺工窘境，另具有手機APP遙控機械

手臂功能，操作非常簡便。水稻育苗作

業導入智慧輕量型機械手臂，取代人力

操作育苗盤取卸作業，初估可節省人力

28％，同時可減少職業傷害及改善田間

作業辛勞度。

冬季綠肥種植栽培技術

農業新科技--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統

綠肥的應用功效甚多，對土壤的物

理、化學及生物相都有影響，北部地區

於2期水稻收穫後，至隔年1期作仍有約

3個多月的時間，此時可種植一些冬季越

冬綠肥作物，作為農地土壤物理、化學

及生物相改善的手段。此類綠肥播種期

集中於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包括油

菜、埃及三葉草、苕子、紫雲英、羽扇

豆、蕎麥、大菜、紅燕麥及黑麥草等。

茲簡介北部區域6種常見冬季綠肥如下：

1.紫雲英

紫雲英屬豆科，喜冷涼潮濕，且

需排水良好之田區為宜，適宜於裏作播

種。可採撒播方式播種，每公頃約20-25

公斤，播種前宜先將種子浸水10小時左

右，以促進發芽。播種初期應注意田間

排水，避免田間積水過久，以確保種子

發芽成活。而苗期田間應保持濕潤以利

幼苗生長，應避免土壤過份乾旱。於紫

雲英生長期間，雨水過多的地方，應設

法排水。

2.羽扇豆

羽扇豆亦稱魯冰，耐旱力及抗寒力

強，且適於生長在酸性

土壤，為臺灣北部重要

的冬季豆科綠肥。其中

羽扇豆因含有植物鹼，

不適合飼料之用途，應

避免畜牧食用，以免遭

受損失。羽扇豆喜酸性

土壤及耐寒的特性，使

其成為適合北部地區

農田，9-11月為播種適期。羽扇豆雖性

喜潮濕，但忌浸水，否則會造成根部腐

爛，排水不良的水田應避免栽培，或必

要時於田區四周開深溝加強，每公頃約

需25-30公斤種子。

3.油菜

油菜屬十字花科蕓苔屬，油菜適應

環境能力很強，耐鹽、耐濕、耐旱、耐

寒，生長初期喜溫暖濕潤，對土壤的選

擇不嚴，多以整地撒播法方式種植，每

公頃約需種子6-9公斤。油菜生育好壞決

定於生育初期發育是否良好，生育初期

管理得當則油菜發育良好。油菜為好濕

忌浸的作物，若下大雨或田區浸水應儘

速排水，否則會造成根部缺氧，甚而植

株死亡。

4.埃及三葉草

埃及三葉草為一種生長迅速的溫帶

一年生豆科牧草，性喜冷涼氣候，尤以

雨水充足地區之砂壤土生長最佳，耐鹽

性高，濱海地區可生長，適合秋裡作綠

肥栽培。以整地播種為主，每公頃種子

撒播量10-15公斤，由於種子細小，播種

方式建議以撒播後淺耕覆土或不覆土為

宜。埃及三葉草對水分需求較嚴格，乾

旱地區每隔1-2週灌溉一次，雨量豐沛地

區則應注意排水。

5.苕子

苕子為越冬一年生蔓性豆科植物，

性喜冷涼氣候，可作為秋裡作綠肥栽

培。苕子對土壤適應性很廣，可於鹽分

地或酸性紅土栽培。採整地播種為主，

整地前應注意田土濕潤狀況，適度灌溉

排水，當田土濕潤時即行整地，整地後

撒播隨即淺耕或以播種機條播。每公頃

撒播種子量15-20公斤。苕子較不耐濕，

低窪地區須注意排水。生育初期田土應

保持濕潤以促進生育。

6.蕎麥

蕎麥為蓼科蕎麥屬一年生草本植

物，蕎麥性喜冷涼氣候，可適應貧瘠與

酸性土壤(pH≧5)，在排水良好的壤土中

生長發育良好，對於土壤質地緊密、堅

硬、粗粒則生長不佳，對土壤肥力需求

較低。適合於10月下旬至11月播種，可

用曳引機附掛播種機進行播種，每公頃

播種所需種子量為40-50公斤。對於水

淹、霜害、乾旱耐受性較差，應注意生

育期間內之水分管理。 

綜上，綠肥除了增加土壤有機質

外，更可改善土壤物理性、增加土壤微

生物活性、增加土壤營養的有效性、抑

制雜草生長等功效。近年苗栗場推動友

善農耕，而推動友善農耕首要是建立良

好的土壤，其中種植綠肥培育土壤是其

首選，可做為田區友善管理的手段之

一。期以種植綠肥，共同並創造多重經

濟與環境的效益。

臺灣目前水稻育苗作業機械化已臻

完善，惟在入苗出苗仍需仰賴多名人力

彎腰將秧苗盤搬至綠化田、捲秧後彎腰

將秧苗盤搬上輸送帶，此一常態性往復

式彎腰搬運作業易造成操作者疲累及職

業傷害。鑑此，農糧署為解決傳統育苗

者彎腰過勞之傷害及農業缺工的窘境，

並提升產業智能化，於106年起委託工

業技術研究院新研發之「智慧輕量化機

械手臂」-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

統（新型專利M566973），業已達應

用階段。該機械手臂採用伺服馬達搭配

對應的回授訊號，精密控制全程作業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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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扇豆開花

  蕎麥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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