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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推動小組/林家玉、張素貞、賴明信



智慧農業好輕鬆  即時管理又省工
農委會水稻推動小組積極開發智能的稻作產業新技術

智能防蟲糧倉管理系統糧倉
中利用LED誘殺器的誘殺及
回傳（農試所提供）

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
取卸系統（農糧署提
供）

水稻直播體系穀種披覆鐵粉需要氧化流程
（臺南場提供）

水田監控管理系統垂直升降式電
動水閘門，與水田傳感器與田間
挈動器整合，進行田間自動灌溉
（國立中興大學提供）

108年小型農機
補助實施計畫

六、撥付補助款方式：

申領補助款案件，由原受理農會驗收造冊送農糧署各區分署審核

通過後，由分署撥付補助款予農會於3日內轉撥入申請農民帳戶。



一、申請期間：

自中華民國108年3月15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止。

二、補助款申領期間：

自中華民國108年4月15日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

三、補助資格條件：

已具有機、產銷履歷與台灣優良農產品等驗證、台灣農

產品生產追溯條碼(QR code)、友善環境耕作登錄、農業

產銷班班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青年農民或具農民

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一者。

四、檢附文件：

(一)匯款帳戶影本。

(二)發票正本（應註明買受人、機種、機型、本機號碼、引擎　

　　(馬達)號碼等）。

(三)農民使用證影本。

五、受理單位及審核時間：

(一)由申請農民向所在地農會提出申請表，農會於收件當日或　

　　5日內通知申請農民審查結果。

(二)經辦農會於收到農民申請補助款文件後，應於二周內辦理農

　　　機具驗收。

農糧署
公告

　　稻作產業於106年起列入農委會智慧農業十大領航產業

之一，由水稻推動小組積極規劃該產業在智慧農業關鍵技術

缺口及瓶頸，以稻穀倉儲為主，並解決稻作缺工問題與操作

環節（如育苗、插秧等），然後再提升田間管理技術智能

化。目前已開發成功之系統技術簡述於下：

積穀害蟲防治管理及監測系統

　　本系統(http://spir.tari.gov.tw/)由農試所開發，主要透過

特殊光波誘蟲及糧倉環境之感測，能即時了解穀倉害蟲之發

生或糧倉溫度的變化，大幅降低糧倉受害蟲之威脅，除能以

簡訊主動通知，更可於手機或電腦等查詢，隨時觀察穀倉完

整資訊，是穀倉管理者在防蟲管理上之最佳利器，初估可降

低穀倉稻穀1％以上損失，每年經濟效益至少1億元以上。

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統

　　台灣目前水稻育苗作業機械化雖已臻完善，惟仍需仰賴

人力將秧苗盤搬至綠化田，捲秧後又再將秧苗盤搬上輸送

帶，此一搬運作業常造成職業傷害及操作者疲累。鑑此，農

糧署為解決此一操作問題並提升產業智能化，委託工研院研

發水稻秧苗盤機械手臂取卸系統（新型專利M566973），以

取代人力取卸作業，並具手機APP遙控機械手臂功能，操

作非常簡便，初估可節省人力28％。

水稻直播體系

　　利用此體系可以解決許多農民受限於育苗場供苗時間無

法配合，不利進行水稻、雜糧的轉作生產。若以部分直播栽

培取代現行插秧栽培，不但可省去育苗、移植手續，降低勞

力需求及資材成本，並分散栽培管理作業時間，提供更大的

時間彈性，有利於雜糧作物的推廣種植，讓水稻種植時期不

再受限於秧苗供應，水田利用得以活化。

水田監控管理系統

　　本系統由農試所與興大生機系合作建置，已完成自動水

閘門、水田傳感器、田間挈動器、資訊傳輸設備及管理決策

平台等。農友可隨時進行田間水位監測，並透過手機APP進
行灌溉管理，免去田間逐一進行田水管理之辛勞，並提高水

資源利用效率，初步估計可減少2/3的巡田人力與節省25％

以上的灌溉用水。

結語

　　稻作產業智能化，可協助糧倉害蟲管理、育苗缺工、配

合雜糧轉作時程、省去農民巡田時間及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

等。此外，為使傳統稻作產業躍升至智慧農業，將進一步利

用感應器發展配合水稻專家系統

決策系統，是稻作產業智能化未

來共同努力的項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