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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農業淨零排放目標，農業部擬定減量、增匯、

循環及綠趨勢等四大主軸；在減量主軸下，農業部門預

計於 2040 年要達成溫室氣體排放減半的目標。在減碳趨

勢下，農機產業的具體作法是農機電動化，即透過電動

機及電池取代現行多數農機使用的燃油引擎，以減少廢

氣排放，降低碳排。

農機電動化除驅動馬達、電池及電控模組等三電系

統外，還涉及機體的設計及系統效能的提升等。由於其

整合了機械、電機、電子及控制等相關技術，因此，電

動農機在設計、操作及使用上均與傳統農機不同。為提

升農機研究人員與開發者對馬達、電池及控制器的應用

技術，有必要開設相關課程以加速電動農機的設計、推

廣與應用。

本場負責「因應氣候變遷淨零排放與調適之農業部

門科學技術及策略推展研究」計畫下之「優化電動農機

具與農業設施 ( 備 ) 之效能提升技術」統籌作業。為提

升對電動農機的認知，本場特於今 (113) 年 2 月 2 日，

針對農機廠商、改良場研究人員及農友辦理電動農機技

術講習。本次講習聘請臺灣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黃振

康教授及陳武森技術員進行農機電工實務、農機電動

化、電池充電管理等實作講解及授課，從基礎電工到電

池充電管理等進行一系列的講習。

本項講習今年度將辦理 4 場次，未來將持續針對電

動馬達技術、電池管理技術、電子控制技術、電動農機

維護及故障排除等開設一系列課程。希望透過相關課程

的辦理，加速電動農機的開發及加深農友對電動農機的

認知；更希望透過電動農機的技術應用，農業部門可以

成為減碳與永續農業發展的關鍵推動者。

原鄉部落近年將「三生一體」的概念，結合六級化

產業發展，使傳統野菜料理聲名遠播。目前野菜多從野

外採集而來，每天採到的種類、產量皆不穩定，因此，

本場選擇料理中常見的 3 種野菜，山芥菜、昭和草和山

萵苣，研究不同栽培密度栽培下連續採收對產量的影

響，期望能穩定野菜產量。

以穴盤育苗 3 種野菜後定植於溫室內，進行每畦 3

行，株距為 5 公分、10 公分、15 公分、20 公分之寬行

密植試驗；定植1個月後，每月採收1次，摘取頂部 5-10 

公分的嫩莖葉，基部留 5 公分左右讓其再次萌生新芽，

共採收 3次。試驗結果如下：

1. 山芥菜：種植越密產量越高，產量隨著採收次數增加

而減少，第 3 次採收時產量已不符合經濟效益，且纖

維較多，影響食用時的口感，故採收 2 次後應進行更

新種植。

2. 昭和草：3 種野菜中總產量最高者。種植越密產量越

高，且株距為5公分時分支較少且莖較細，品質較好。

惟採收後部分植株無法長出側芽，發生死亡現象，影

響產量。日後栽培時應在基部預留 3-4 個節位 (10 公

分以上 )較利萌生新芽，藉此穩定產量。

3. 山萵苣：種植越密產量越高，前期生長期較長，定植

2個月後才有較好的產量。

▲定植 1個月後山芥菜的生長情形 ▲定植 1個月後昭和草的生長情形 ▲定植 2個月後山萵苣的生長情形 ▲昭和草採收情形

▲電動農機技術講習會場 ▲臺灣大學黃振康教授講解電池技術 ▲臺灣大學陳武森技術員講解電工操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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