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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驅動於溫室智慧管理

榮登農業界奧斯卡獎

文圖 /陳盟松

中部地區紅龍果種植面積為 1,120 公頃，約占全國種植面積的 40%，

是臺灣紅龍果的重要產區。在 10 月至隔年 4 月非主要產季期間進行夜間

燈照的產期調節模式，是農民提高紅龍果產值的重要栽培模式。但隨著氣

候變遷及極端天氣影響，在春季產期調節 2-4 月間常遇到寒流與低溫，進

而影響紅龍果提早產調時的花苞形成量。由於紅龍果花苞形成時，環境溫

度若低於 18℃，即使日長大於 12 小時以上也不利於花苞產生，因此為解

決春季產期調節 2-4 月間無法預期的低溫影響，故採用袋裝有機質肥料於

紅龍果產期調節燈照處理期間，利用地表覆蓋模式，將其鋪設在紅龍果根

域附近，維持根域地表溫度與相對濕度，以促進紅龍果花苞的形成量。

經 111 年年初試驗，大紅種紅龍果在春季進行夜間燈照產期調節搭

配地面鋪設袋裝有機質肥料處理後，在 3 月 11 日出現第一批花苞，以地

面鋪設袋裝有機質肥料處理組來花率為 2.91%，高於對照組的 1.49%。由

地面溫度變化觀察，當地面鋪設袋裝有機質肥料時，可有效維持土壤表

面溫度在 20℃以上，而無鋪設者當冷氣團來襲時，平均地表溫度會降至

15℃以下，顯示紅龍果在冬春進行夜間燈照產期調節時，同時搭配地面鋪

設袋裝有機質肥料，藉由地面覆蓋維持地表溫度與相對濕度，有助於花苞

的形成，可提高春季產調果的產量。因此，在氣候變遷的影響下，紅龍果

進行冬春產期調節期間搭配地面鋪設袋裝有機質肥料的簡易做法，可以維

持根域周邊的地表溫度與相對濕度，而有利於紅龍果花苞形成。

紅龍果早春燈照產期調節搭配地面鋪設袋裝有機質肥料
提高花苞形成技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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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作物若遭遇水傷將導致減產，設施內生產的蔬果亦有減產風

險 ( 如番茄、彩色甜椒的落花 )。落花發生風險主要受哪種環境因子影

響？溫度、濕度、光度或風速？需要研究探討確實原因，以利因應。

數據驅動生產 (data driven growing) 技術是溫室作物生產管理的趨勢與

潮流，依數據進行科學化管理與智慧化操作；而數據的正確則攸關管

理的精確度。農業設施蔬果生產數據包括作物生理數據與環境感測數

據，生理數據感測技術尚在研發中且成本高；環境感測數據則可分成

地上部與地下部。地上部數據包含光度、空氣溫度、空氣濕度、風速、

風向及二氧化碳濃度等；地下部包含土壤溫度、土壤含水率、土壤 pH
及土壤電導度等，感測器越多雖可獲得更準確數據但購置成本越高，

亦包括定期的感測器校

正與維護成本。因此，

農業數據科學化管理的

建置與維運成本頗高，

而其效益則有賴智慧化

操作以替農民分憂解

勞，進而擴散與放大；

例如運用光積值估測蒸

發散率之省工智慧化的

適時適量灌溉技術已經

在我國成功技轉推廣，

減低人工觀測天氣的不

確定性，放心讓設備自

動操作。蒸氣壓差與飽

差都是反映空氣溫濕度

現況的指標，是作物蒸

散潛力及現況與空氣飽

和狀態的差距，左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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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界的奧斯卡，第 33 屆全國十大神農與模範農民選拔

放榜，本場轄區 3 人包含張佳宏 ( 仁愛鄉 - 種苗 )、羅正彬 ( 竹
山鎮 - 茶業 ) 及陳郁雄 ( 芳苑鄉 - 放牧蛋雞 ) 榮獲十大神農，

2 人包含林隺 ( 后里區 - 瓶栽有機杏鮑菇 ) 及許宏賓 ( 埤頭鄉 -
桑椹 ) 榮獲模範農民，恭喜得獎的農友經營實績獲得肯定並成

為農業典範。

 空氣溫度與露點溫度，2 個溫度相近表示高相對濕
度，物體表面低溫時結露機會增加

為春季 2 月中部平地溫室內 11 天 ( 連續陰雨 4 天 ) 的蒸氣壓差與

飽差，顯示蒸氣壓差與飽差雖然單位不同但是概念相同。至於空

氣溫度與露點溫度 ( 左下圖 )，2 個溫度相近表示高相對濕度，作

物或溫室披覆材料表面低溫時，接觸高濕空氣容易結露。因此，

利用蒸氣壓差與露點溫度之數據進行溫室環控的省工智能操作，

於適當時機啟動與關閉環控設備，可提高人力效率並促進精準管

理。

   紅龍果產期調節期間
植株根域鋪設袋裝有
機質肥料 ( 上 )，可
避免溫度劇烈變化，
並增加花苞形成量 ;
無鋪設者 ( 右下 )，
地表溫度會隨天氣而
有明顯變化，花苞形
成量較少

 春季中部平地溫室內 11 天的蒸氣壓差與飽差，顯示
蒸氣壓差與飽差雖然單位不同但是概念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