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農業機械 

動力插秧機附掛施肥器之研究改良 

王明茂 葉俊賢 

水稻施肥工作，在稻作生產勞動及資材成本項目中佔有重要之比率，依據民國85年期台灣農產品生

產成本調查報告，得知以水稻進行肥培作業時如將第一、二期作並把蓬萊稻與在來稻等加總平均，則肥

料費用每公頃為5,696元，佔直接生產費用約7.0%，另對於頗為耗工之施肥工資則尚未包括在內，乃計算

於人工費用之中。近年來農民為追求較高收量之意願下，對於化學肥料之施用量仍是有增無減，無形中

除增加稻米生產成本之負擔外，對稻田地力之維持也有不利之影響。 

水稻機械施肥因具有省工、省肥、防止水質被污染及增產等效果，在日本先進國家已廣泛被稻農採

用，而國內於民國七十八年亦曾自日本引進乙台動力插秧機附掛側條施肥器，在高屏地區進行肥效觀察

試驗，結果也同樣能獲得機械施肥之好處，但該機售價高昂每台約新台幣45萬元左右，且因省產肥料粉

質含量較多，於作業中常會造成輸肥通道之阻塞，如欲清除頗為費工與不便。為此，本埸爰著手研發乙

部水稻插秧兼深層施肥機，其一次作業可供四行水稻深層施肥之用，該機又通過性能測試，並擴大在全

省各主要稻作產區進行示範，然而因當前稻農使用之插秧機巳逐漸大型化，且代耕制度頗為盛行，致該

機無法滿足農友需求，紛紛建議本埸能朝向六行式插秧機配裝施肥器之改良。試驗雛型機經不斷試驗與

改良，迄今己達實用階段，本機之作業功能包括插秧兼施肥兩項，對於不同土質之適用性佳，且試驗區

之肥效性較慣行表面撒施法或機械側條施肥法，均更能持久。因此，本研究成果於８６年９月１２日承

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專利暨著作權益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查通過，同意將研究成果辦理技術移轉給合

作廠商裕農農機廠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商品化設計與量產，俾能加速水稻機械施肥之普及率，以達節省

勞力、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提高農民收益。 

利用本計畫研製之水稻插秧兼深層施肥機，一次作業可插秧六行，施肥三條，施肥深度約６．０公

分左右，並可覆土，如以每台作業機每天工作８小時約可完成機械插秧兼施肥面積達１．５公頃以上。

該機係利用國產裕農牌ＹＰ－６５０型插秧機來配裝，試驗機經安裝完成後進行田間試驗，結果因輸肥

裝置乃由插植臂所驅動，故能使插秧與施肥兩項作業同步進行，且對插植性能仍能保持插秧機原有之水

準。而機械施肥區較慣行人工表面撒施肥料區除可省工(減少施肥次數２～３次)、省肥(節省氮素用量２

５％左右)外，稻株生育亦較人工施肥區良好，結穗纍纍，爰於八十六年五月七日在屏東縣新園鄉黃廣先

生示範田召開成果觀摩會。且本機經借給新園鄉稻作代耕代營隊試用，在一期作內即可完成機械施肥面

積達２０公頃以上，證實其性能穩定，是值得提供給稻農採用，以達到降低稻米生產成本之目標。 

動力插秧機附掛施肥器之性能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插秧與施肥行數 行(條)／次 插秧6行、施肥3條 
施肥深度 cm 6.0 
工作效率 ha／8.0hr(日) 1.5 



蕹菜收穫機之改良與試驗 

王明茂 葉俊賢 

蕹菜是本省重要蔬菜之一，盛產期為夏季，年栽培面積廣達２仟６佰餘公頃，年產值高達２億餘元，

帶給菜農豐碩收益。惟蕹菜在採收過程相當繁雜，每公頃必需耗費１５０人工以上，才可收割完成，且

因其莖葉細嫩，如在陽光高照下植株之水分極易蒸發而萎凋，為此，菜農常在田園裡張掛電線與燈泡，

以利於晚間或清晨進行採收工作，足見菜農工作實倍極辛勞又耗工，因此，亟待開發適用之採收機供菜

農使用，以達節省勞力、降低成本、進而提高農民收益。而蕹菜採收工作欲朝向機械化作業之可行性，

經本埸兩年來試驗證實已不成問題，因試驗雛型機對中空草莖切割、扶持與運送等功能均可勝任，但利

用中耕管理機來配裝收穫機，其收割寬度袛能加大至７８公分左右，且物料自兩車輪跨間排出時，因空

間狹小，很難控制其整齊度，爰於本年度予以改善，期以提高工作效率，並使物料排出更為整齊。 

本試驗旨在研究蕹菜切割式採收機之性能改進，所試造試驗機為乘坐四輪式，使其操作更為便利與

舒適，尤其對切割高度之調節，只要操作油壓控制桿即可任意更換之,且一次作業割寬為108cm，因其割

寬比輪距大，故能達全面收割之要求。本機之作業項目包括草莖分行、切割、挾持、運送、集堆與排料

等，該機經初步試驗結果，對蕹菜中空草莖能被往復刀剪切斷自如且割口平齊，莖葉被軟質皮帶挾持與

運送時之損傷率亦低，工作效率以每分地收割時間約為1.5小時左右，較人工作業可提高效率達8倍以上。

惟本機尚待加強收穫後之物料結束處理機構之研發，因蕹菜之園藝性狀特殊為草莖中空、葉大又柔嫩，

在單位面積割取物料之體積相當龐大，故很難於機體上直接將物料進行結束處理，宜設法將物料自動排

放於機體外，則尚待繼續予以改良，俾使機割作業之性能與效率均可提升。 

蔬菜育苗作業自動化應用 

王明茂 陳東鐘 

利用轄區內設置之兩處自動化蔬菜穴盤苗育苗場輔導營運及作業示範,並辦理成果觀摩會，探討自動

化培育穴盤苗與慣行手拔土播苗移植後對生育及產量之影響及洋蔥自動化育苗介質、固化物處理等試

驗，俾供嗣后自動化穴盤苗改進與推廣之參考。經試驗以甘藍(初秋)及球莖甘藍(中蘭)，花椰菜(永三70

號)及結球白菜(永三10號)等四種蔬菜之穴盤苗及土播苗為材料，於85年11月～86年3月間分別在旗南分場

及高雄縣阿蓮鄉進行比較試驗，結果顯示無論旗南或阿蓮試區，移植後10天供試四種蔬菜穴盤苗成活率

均優於土播苗，初期生育株高亦較高。採收期時甘藍及球莖甘藍穴盤苗之株高、地上部、地下部及球重

等，均優於土播苗，球重增產14.6～24.9％。而花椰菜穴盤苗採收期之株高、地上部及地下部重量均不如

土播苗，花球重減產21.8～31.8％。結球白菜旗南試區以土播苗為優，穴盤苗球重減產9.4％；阿蓮試區以

穴盤苗為佳，球重增產1.2％。另對洋蔥自動化育苗介質、固化物探討試驗之結果，以供試四種介質中農

友2號、滿地王3號介質對洋蔥種子出土率、苗育成率，株高都比對照日製洋蔥介質好，其中以農友2號發

芽率86.4％，株高17.1公分 優。TB-1固化劑處理四種供試介質，固化完整性日製洋蔥介質72.0％ 優，

已有供應自動移植機用苗，但田間種植缺株率仍高，須待改進。其他三種供試介質固化完整率在21.3~40.0

％之間，只能做人工種植用苗，不能供做自動移植機用苗。 

本年度除進行上述兩項試驗外，並輔導永三育苗場進行各項設施改善包括：(1).增設天車型自動噴灌



設備乙套。(2).增設天車型自動進出苗搬運設備乙套。(3).自動捲雨棚設施11套。(4).增設固定植床330坪。

(5).電動內遮陰610坪。育苗種類與育苗量計有高麗菜、包心白菜、蕃茄、甜椒、青花菜、吉頭菜、辣椒、

等共755.38萬株。另輔導新農友育苗場進行各項設施改善包括：(1).增設雙軌電動天車型自動噴灌設備兩

套。(2).增設進出苗子母式搬運車乙套。(3).移動式植床框500坪。(4).電動外遮陰500坪。育苗種類與育苗

量計有高麗菜、包心白菜、苦瓜、甜椒、菱角絲瓜、茄子、辣椒、胡瓜等共260.07萬株。由於成果顯著爰

訂期於86年元月十四日在高雄縣阿蓮鄉港後村楊永三先生自動化育苗場辦理示範成果觀摩會，會中由本

場林場長富雄及國立台灣大學陳教授世銘共同主持，參加人數約200名左右，與會人員對育苗場各項設

施、強壯整齊穴盤苗、應用電腦營運管理以及參觀穴盤苗與土播苗之生育比較區等，均讚賞不巳。 

青芒果收穫後調製一貫化作業機械之研製與改進 

陳秀文 李俊文 

本研究旨在針對青芒果收穫後之調製作業過程加以研究改進，期能利用所研製之多項機構，使收穫

後之原料果經由本套作業自動化調製機械可一次加工完成。青芒果調製作業項目包括：去皮、剖半、切

片、去除果核、果片成形、出料等，現階段果實去皮部分已有本場開發完成之連續式青芒果去皮機可資

利用，該機性能穩定，用途廣泛、工作效率高並通過性能測定，已列入國產新型農機補助機種之一，分

佈於屏東縣、高雄縣、台南縣、台東縣等發展地區特產之鄉鎮農會或果農使用。而後續處理部分經積極

設計研發包括整向供料，果粒剖半，導引翻向、圓軸多片式切削、果核與果肉振動分離等機構已串聯整

合完成一貫作業化系統，使青芒果收穫後之調製過程中困難度頗高及耗工的作業完全由本機取代。為推

廣該機械於86年5月在春日鄉擴大辦理青芒果調製機械一貫化作業示範觀摩，果農及加工業者反應頗佳。

根據示範觀摩及機械測試及使用結果，一台一貫作業化機械每天可處理完整果片達2公噸以上，比人工作

業快10－15倍，節省工時達80％。截至86年12月底止累計推廣連續式青芒果去皮機34台，調製一貫化作

業機械2台。 

 

青芒果加工機械與人工作業效率與成本比較 

加 工 方 法 工 作 效 率 製成率(％) 成 本(元／公斤) 

機  械 (A) 2,000kg／天 65～70 1.25 

人  工 (B) 150kg／天 60～65 6.00 

  比  較 (A-B) 機械快10倍以上 (+)5.0 (-)4.75 

芒果套袋機具之研發 

陳秀文 李俊文 

芒果為本省重要經濟果樹之一，年產量十九萬公噸以上，產值二十餘億元，為果農帶來龐大收益。

但國內處於高溫高濕的環境，在果樹栽培過程中無法完全避免病虫害的發生，在國內病虫害的防治上目

前仍以施用農藥為主，其中芒果施用農藥費用即耗去6億8千萬元(占13.6%)。由於植保人員不斷努力，在

非農藥對病虫害防治上已有相當地成效，這些新技術之開發經田間實地證實有效，其中以果樹上直接套



袋 為實際，不僅可預防病虫害侵襲，避免農藥汙染，亦可提高果實品質。惟目前芒果直接在果樹上之

套袋作業仍然以人工方式為之，不但辛苦且耗工，因此套袋率僅達60%左右。 

本試驗旨在針對直接在田間進行芒果套袋之機具進行研究試製，所試造完成之套袋雛型機構，以目

前田間套袋占有率 多之愛文用果袋為主，本套袋機具係利用12V蓄電池作為動力源，以繼電器控制原理

驅動二組小馬達帶動果袋舉昇機構及封袋機構，經測試結果不甚理想，又重新設計改以手持真空吸盤將

紙袋盒中之紙袋吸出後，以手輔助拉開袋口完成果實套袋動作，再以小馬達驅動旋轉夾持缸將套入果粒

後之袋口用電熱片感溫原理加以封緊，目前機構己設計完成正組裝中。    

豆類不整地播種機之改良試驗 

游景昌 黃龍 

研發適用於水稻採收後不整地田之紅豆及毛豆播種作業機，使豆田能兼顧作物所需灌排水之功能，

改善紅豆播種均勻度，同時又可提昇採收機作業平穩性與減少豆莢漏採率等，以促進該作物機械化栽培

作業體系之建立，並降低生產成本。本研究針對上年度試製具有發展潛力之豆類不整地播種試驗機進一

步性能修改與田間試驗，著重於不同作物、土埌條件等作業適用性能改良與工作效率等提昇改進。 

經改良之八行式豆類不整地播種試驗機，採用28馬力小型曳引機承載作業，作業方式乃先行將豆種

依設定量機械化條播於田面上，並藉由一前一後兩組對地設有高低差中央驅動逆向迴轉式碎開溝裝置及

拋土引導蓋等裝置之配合，將設定寬26公分及深13公分左右築畦溝之土埌打碎並拋向兩側作種子之均勻

覆土。其播種作業之開灌排水溝、下種覆土、築畦等作業同時完成，一次完成兩個半畦種植，相當於一

畦八行式栽培作業。 

本年度本機在高雄縣大寮及屏東縣竹田、潮州等三個鄉鎮產區進行田間播種紅豆、毛豆測試，顯示

已適於田間含切碎稻草之不整地或粗整地田播種設計目標。本機一次種植寬為2.4公尺，一般條件作業直

線速度為0.6M/S，田間理論作業能力每公頃1.92小時。本機種植之豆田具有畦面平坦度佳、雜草易於控制

等特色，有利於後續作物田間管理及機械採收等工作。毛豆與紅豆播種比較顯示，毛豆播種對土埌之水

分、覆土厚度等條件要求較為嚴格。秋冬裡作紅豆機播之種子分佈性、發芽率及產量等均比傳統人工撒

播種植方式優越。 

本機作業性能與農田之土埌質地、土埌含水率、田面稻草分佈性、雜草及氣候之風速等關係甚為密

切，試驗機顯示對土埌高水分時適用性較差，部份機件設計耐用性不足，尚需加強作 後階段性能改進

及完成大面積耐久性測試評估工作。 

重量式印度棗分級機之研究改良 

游景昌 黃龍 

印度棗俗稱為「棗仔」，為本省南部重要果樹之一。傳統人工分級是先把採收的棗果倒在已舖設軟

墊的地面上，果農採行座姿、蹲姿或跪姿等方式，以目測法用手一粒一粒撿拾果實分級；此方式雖簡易，

但其工作非常辛苦，也費工時，加以目測分級易造成誤差，迫切需以適用之機械來替代人工，俾提高分



級之精確度，以確保分級產品之品質，以利交易之進行。 

本研究旨在將上年度試製之半自動供料印度棗分級機進一步性能改進，著重於自動化單粒供果系統

研發。經改良完成之分級機設計是以果實重量為分級指標，規劃一次分六級，分級部採用國產直列型天

平秤分級機構，完成從果實之進料、輸送、分級及出料集果等工作一貫自動化作業。分級機主要作業裝

置包括供料槽、撥動輸送、供料毛刷、批次定量輸送﹑整向平面輸送、單粒輸送，單粒供果、分級及出

料集果等裝置所組成，已達成連續單粒自動化供果分級功能。為縮短機身，供料槽及定量供料輸送系統

與單粒輸送、分級部設計形成L型組合作業，作業時機體全長、寬、高分別為610、230及110公分。 

86年度本機提供給果農在高雄縣大社鄉、燕巢鄉及屏東縣鹽埔鄉等三個產區進行性能及耐久性試

驗，顯示已達成設計目標。分級作業不受印度棗品種影響，亦適用於檸檬分級。分級作業自動單粒輸送

率達85%，供果準確率100%，分級精度之穩定性平均達95%以上，機械損傷程度在2.3%，分級能力每小

時達6,110粒果實，相當於棗果500公斤以上。本機86年元月首度在屏東縣鹽埔地區辦理示範觀摩會，受到

與會人員好評。初期已推廣30餘台分佈在台南、高雄及屏東縣主要產地使用中，結果反應頗佳，深具推

廣價值，並可擴大應用於與印度棗果實大小相近之檸檬、在來種芒果、桃子等水果之分級。 

紅豆集團栽培機械化作業體系示範之建立 

游景昌 黃龍 

本計畫針對紅豆栽培過程之整地、施基肥、播種、噴殺草劑、中耕除草、病蟲害防治、收穫及乾燥

等進行全面機械化作業體系之探討，使用各項新開發作業機從事上述作業，以建立及推薦 佳機械利用

模式供農民採用。高雄轄區選定高雄縣大寮鄉紅豆產地設置乙處機械化作業示範圃，示範面積五公頃，

調查不同耕作項目之機械作業效率、機械作業成本，並與人工作業之效率、作業成本進行差異分析。 

紅豆機械化栽培過程中以整地、播種、噴藥及收穫等為主要工作，因地區前期作不同，栽培條件與

種植方式略有不同，故使用機械作業項目略有差異。高屏產區大多為不整地播種，不整地栽培機械化利

用模式為施基肥、播種、噴殺草劑、病蟲害防治及收穫，經示範調查顯示，在機械作業體系效率方面，

機械體系較傳統方式提高作業效率83.06％左右。在機械作業體系成本方面，機械體系可較傳統方式每公

頃降低作業成本15％以上，採用機械集團化栽培作業，有助於紓解農村勞力不足，提昇紅豆產業的競爭

力，同時發揮機械利用 佳率。機械作業效率、機械作業成本與田區大小、農場經營規模等有密切關係，

種植紅豆若能鼓勵採用同一灌溉區地段之毗連土地大面積集團栽培，則可大幅提高機械作業效率及降低

作業成本。 

紅豆機械化作業體系整地採用曳引機附掛迴轉犁作業，施基肥採用曳引機附掛施肥撒佈機，播種作

業採用南改型乘座式旱田管理作業機附掛播種器(整地播種)，或高改型曳引機承載八行式豆類播種機(不

整地播種)，病蟲害防治及噴殺草劑使用南改型乘座式旱田管理作業機附掛噴葯器，或桃改型桿式噴葯機，

收穫以履帶式豆類聯合收穫機進行作業，為紅豆集團栽培 適機械化利用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