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農交棒、青農崛起，國內農業人口的世代

交替，讓農民對科技的接受度大大提升，也

帶動了農工合作的契機。尤其在農作物病害管理方

面，過去往往要靠農民的經驗與直覺，然而一旦發

現作物枝葉狀況不對，多半都已經來不及，嚴重的

話整片田作物都遭殃，損失相當慘重。

天氣是作物生長最重要的因素，農夫每日巡

田水，就是藉著細心觀察風土徵候，及時排除作物

疑難雜症。工研院開發的「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

統」，以感測技術監控氣候及土壤環境，預測洋蔥

感染炭疽菌的準確度，高達75%。由於成效良好，

目前運作規模已從2公頃的實驗田，擴展到上百公

頃，未來將進一步從開放田間走進溫室，並強化邊

緣運算及控制，嘉惠更多農民。

微環境監測　精準預測炭疽病

工研院中分院副執行長李士畦指出，炭疽真菌

對於大部分的農民來說，是非常頭痛的病害來源，

受害的農作物類型廣泛的包括了花卉、蔬菜、果物

等，可以說是多類型農產業面臨的共同殺手，因此

在開發「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之初，便鎖定影

響力廣泛的炭疽病為防治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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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以感測技術監控氣候及土壤環境，預測洋蔥感染炭疽菌的準確度高。

傳統農業雖說是靠天吃飯，但身懷「看風水」絕技的老農，卻往往能讓作物趨吉避凶，順利

生長。工研院研發出「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透過科技的軟硬整合，幫農民看風水，精

準預知作物病害，提升作物良率的同時，也讓下一代的臺灣農業展現全新智慧風貌。

病害預警提高作物良率
大數據幫農民看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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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農工   　還綠大地



「遇到炭疽真菌感染，傳統的

作法包括：施藥，以及對土壤進行灌

水、灑生石灰或以蒸氣薰蒸土壤等。

但這些都是事後處理，其實如何及早

發現、早期預警，才是減少病害影響

收成的根本，」李士畦解釋，農地裡

所謂「微環境」，包括周邊氣候及土

壤環境等因子，經過農試機關的指導

與共同長期觀察發現，當氣溫驟然升

高至攝氏30度以上、飽和濕度達到

100%時，炭疽菌發病的機率最大。

研究團隊花了2、3年，與農民合

作在田間設置了工研院開發的整合型

氣候與土壤微環境監測軟硬體系統，

一方面紀錄微環境參數，一方面再委請改良場的農

業專家協助辨識植物發病特徵，兩者相互參照，建

立了作物病害圖譜資料庫。「資料庫的作用在告訴

我們，在什麼樣的微環境下，病害最容易發生，」

李士畦表示，只要環境達到病害發生條件，系統會

立即傳訊息到農民手機，農民簡單地透過手機中的

燈號，就可以機動的到田間確認作物狀況，當下決

定處理方式或進行預防性投藥。

軟硬整合優質平價　符合農民需求

與目前市場既有田間環境監測方案相比，工

研院「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的兩大特性為：軟

硬整合、優質平價，更符合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需

求。「市場上有些系統商的方案功能強大，嵌入式

電路加上可程式化邏輯控制（PLC），再配合人機介

面的系統，每套要價數十萬到上百萬元，其實比較

適合應用於需要精準環控的植物工廠或如蘭花等高

經濟價值的場域。」李士畦分析，至於平價的軟硬

體套件，因市售硬體大多不是臺灣自製，屬於進口

的元件還有可能將收集到的資訊，透過所附軟體轉

換傳送到國外資料庫，對國內產業的發展其實是相

對不利的。

「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的軟硬體整合由工

研院開發，掌握包括電路設計、控制

晶片等關鍵元件都可以在臺灣設計與

製造的技術與成本優勢，廠商的供應

鏈還可以充分支援客製化，衍伸出多

樣化的系統產品組合，例如可監測土

壤、水位與氣候條件，也能同時遠端

控制水門的「可監可控」巡田水系

統。此外，還能結合小功率基地台，

透過每個基地台支援10組以上的感測

器，有別於其他市場解決方案，每個

感測器須內建SIM卡傳輸，讓架構更精

簡、成本更優化。

「同樣面積的農地，工研院技術

省下了不少的硬體及通訊費用，價格

僅舶來品的七分之一。如此一來，當農會有能力負

擔，代表更有機會推廣給農民使用，這不只在臺

灣，全世界都需要，」李士畦說。事實上，就連農

耕技術精良的日本，雖也有類似的感控系統，卻因

價格不夠親民也同樣面臨了普及的問題；工研院的

「智慧巡田水系統」，因系統整合佳且具成本優

勢，目前也獲得了日本愛知縣農民的採用。

簡化傳輸架構　導入溫室環境

李士畦說，這套系統還在不斷精進，目標在

簡化傳輸架構與流程，往邊緣裝置的單晶片（On-

chip）資料庫及運算發展，除了減少連結雲端的通

訊成本，也不用擔心雲端與邊緣傳輸中斷時造成的

資料流失、運作失靈。「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

在充滿複雜變數的開放田間試行成功，未來也將導

入溫室系統，由於溫室內的環境條件可控，預警準

確度可望進一步再提升。

「農工合作不只是科技，也是一門藝術，如何

讓農民願意擁抱新技術、必須投入時間和心力。」

李士畦說，農民接到「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的

通知，前往田裡也看到葉片真的出現病徵，就能深

切體會到這套系統的價值，信心大增，口耳相傳

下，科技與農業的合作也將日益擴散深化。

作物病害精準預警系統透過即時

通訊軟體，以紅綠燈號呈現田間

環境，農民收到訊息，可機動至

田間確認作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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