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參加 

「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

會（Asian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AFITA）」 

出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 

姓名職稱：蕭柊瓊主任 

派赴國家：印度 

出國期間：107年 10月 24日至 10月 26日 

報告日期：108年 01月 18日 

 

 

 

 

  



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AFITA）」出國報告 

 

 

II 

【摘  要】 

第 11 屆 AFITA 年會與 2018 WCCA 理事會聯合於

2018/10/24-26假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院召開，由印度理工學院孟買

分院資源工程研究中心主辦，會議主題為精準農業前瞻研究，共有

148篇農業各領域專業研究論文投稿，舉辦 11場技術研討會及 5場

專題研討會，計有來自 16個國家，170位農業各領域專家學者與會，

主辦單位並邀請印度副總理到場致詞，盛況空前。 

臺灣代表團由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邱奕志教授代

表，於理事會議中向與會理事進行簡報爭取第 12屆年會主辦權，本

人亦於會中表達臺灣政府將全力支持，提供協助，獲得各位理事一

致通過，成功取得第 12 屆 AFITA（2019）年會主辦權，讓臺灣農

業資通訊的應用與成果，有好的國際舞台可以展現與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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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亞洲農業資訊科技聯盟（Asian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AFITA）」創立於 1998年 AFITA成立的

目的，是察覺到雖然地球上的人口還沒有到真正爆炸的程度，但已

經可以看到發生糧食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甚至

是已開發國家，都長期面臨糧食缺乏的問題。而未來基於環保要求，

及世界貿易競爭的趨勢下，糧食缺乏的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唯有

透過國際交流與合作促進，然後持續擴大糧食生產的基礎，才能找

到解決方案。AFITA 相信，糧食缺乏、貿易競爭、環保要求等等問

題，透過資訊技術的應用，如作物生長預測和產銷決策研究等，一

定能夠找到合宜的解決方案。因此希望在 AFITA 會議中，可以讓各

國的研究人員、工程師、管理人員和農民彼此交流信息，同時討論

如何應用 e化技術來協助解決全球性的農業問題。 

AFITA第一屆年會於 1998年 1月 24日在日本和歌山市舉辦，

當年與會人數達 120多位，與會國家更達 30餘國。會後決議每兩年

舉辦一次年會，進行最新農業資訊科技交流與論文發表。隨著資訊

科技的快速發展，2016年在韓國順天市舉辦的十屆年會中，包括印

度、越南等國均積極爭取年會主辦權，爰 AFITA 理事會決議，倘爭

取者眾，則年會得每年舉辦，並預定 2017 年由印度主辦，2018 年

接續由越南主辦；嗣因印度 2017年籌辦不及，第十一屆年會順延至

2018年舉辦，越南亦隨之順延至 2019年主辦。 

表1 AFITA歷屆主辦國家與會議地點 

屆次 舉辦年度 主辦國家 會議地點 

第一屆 1998 日本 和歌山市 

第二屆 2000 韓國 水原市 

第三屆 2002 中國 北京市 

第四屆 2004 泰國 曼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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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次 舉辦年度 主辦國家 會議地點 

第五屆 2006 印度 班加羅爾市 

第六屆 2008 日本 原木市 

第七屆 2010 印尼 茂物市 

第八屆 2012 臺灣 台北市 

第九屆 2014 澳洲 伯斯市 

第十屆 2016 韓國 順天市 

第十一屆 2018 印度 孟買市 

為彰顯臺灣農業資訊科技應用成就，及提高臺灣農業國際能見

度，臺灣持續積極參與該 AFITA年會，直至 2006年更進一步由「台

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 Taiwan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TAITA）」成功加入 AFITA成為正式會員；

並於 2012年爭取在我國主辦第八屆年會，計有 19國家，224人與

會（其中國外專家 89 人），見證我國農業資通訊科技應用的豐碩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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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此次出國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AFITA

第十一屆年會）暨「亞洲農業資訊科技聯盟理事會」，主要目的有三： 

積極參與國際會議，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 

AFITA 年會是亞洲各國在農業資訊科技應用發表交流的

盛會，臺灣積極參與 AFITA，將能增加臺灣國際能見度，透

過農業資訊科技應用交流，爭取更多國際友人對臺灣的認識

與瞭解，也增加臺灣的國際活動空間。 

介紹臺灣農業在資訊科技領域應用的成果，宣揚臺灣農業資

訊化的成就 

臺灣在推動農業資訊科技應用一向不遺餘力，透過

AFITA，也藉機介紹臺灣農業資訊科技應用成果。 

爭取「2019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主辦權，推動

臺灣國際行銷 

每屆 AFITA除舉辦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亦會同步

召開理事會。理事會除進行 AFITA理事及理事長改選，討論

AFITA會務相關事宜外，最重要為討論下一屆 AFITA的主辦

國家與地點。為推動臺灣國際行銷，本屆理事會擬由「台灣

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TAITA）」代表臺灣爭取 2020 年亞

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主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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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 

一、 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 

第 11屆 AFITA年會與 2018 WCCA理事會聯合於 2018年 10

月 24 日至 26 日假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ombay）召開，由印度理工學院孟買分院資源工程研

究中心（Centre of Studies in Resource Engineering, CSRE）主辦，

會中邀請亞洲各國農業菁英、學者以研討會形式發表農業資通訊與

科技應用最新研究論文並進行專家互動交流。 

 

圖1 我國代表參加 2018 AFITA年會暨WCCA理事會聯合會議 

會議主題為精準農業前瞻研究（Research Frontiers in 

Precision Agriculture），計有來自 16個國家，170位農業各領域專

家學者與會，主辦單位並邀請印度副總理到場致詞，盛況空前；我

國由 TAITA 理事長邱奕志教授率產官學會員暨本人計 12 人參與此

盛會(團員名單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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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因應印度副總理到場致詞，提高維安等級 

 

圖3 2018 AFITA邀請印度副總理到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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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 AFITA 共有 148 篇農業各領域專業研究論文，包括 Oral

發表有 124 篇，海報發表有 24 篇（詳如附錄二），共舉辦 11 場技

術研討會、5場專題研討會（會議議程詳附錄三）。 

表2  AFITA年會各研討會探討主題 

技術研討會主題 

Technical Session 

專題研討會主題 

Special Session/Workshops 

1. 農民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 for Farmers） 

2. 精準農業（Precision Agriculture）    

    

3. 農業數據管理與可持續/復原性農業

（Agricultural Data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Resilient Agriculture） 

4. 農業系統優化與模型建構

（Optimization and Modelling in 

Agricultural Systems） 

5. 農業和自然資源中的地理空間技術

（Geospatial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6. 資通訊技術應用於農業發展（ICT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7. 植物表型分析和農業生物科技學（Plant 

Phenotyping & Agricultural 

Bio-informatics） 

8. 農業感測器網絡和應用（Agri-Sensor 

Networks and Applications） 

9. 大數據和人工智慧在農業領域的應用

（Big data and AI in Agriculture） 

10. 成像光譜智慧農業（Imaging 

Spectroscopy Smart Agriculture）  

11. 應用物聯網技術和服務發展數位農業

（IoT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for 

Digital Farming） 

1. 農業和社會科學中的資通訊應用（ICT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and Social 

Sciences） 

2. 機器學習應用在網絡農業系統

（Machine Learning for Cyber 

Agricultural Systems 

3. Web API，FAIR數據和互操作性（Web 

API, FAIR Data and Interoperability）  

4. 農用機械和機器人（Farm Machineries 

and Robotics） 

5. 農業中的高光譜遙感應用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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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參加 2018 AFITA 專題研討會 

 

圖5 參加 2018 AFITA技術研討會 

本會透過海報論文展示方式，介紹三項農業資訊科技應用案例

與成果，展現臺灣農業在資訊科技應用上的成就（發表內容詳附錄

四）： 

 農產品生產管理系統-農業生產智慧行動應用服務（Farm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An Intelligent Mobile 



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AFITA）」出國報告 

 

 

8 

Application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物聯網應用於室內養殖之智慧禽舍（Development Research 

for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ed to Indoor Culture for Poultry） 

 田間調查應用（APP）透過群眾調查進行大規模農田調查

（Field Survey Application (APP) Uses Crowdsourcing to 

Conduct a Huge Scale Farmland Investigation ） 

 

圖6 本會海報展示三項農業資訊科技應用案例與成果 

本屆臺灣代表團除由本會資訊中心發表 3篇海報論文外，另有

開南大學資訊學院院長葉耀明教授發表「應用開放數據預測農產品

蔬菜價格」（Applying Open Data to Predict Vegetable Prices in 

Farm Product）論文，及逢甲大學周天穎教授、葉美伶教授、葉青

雲教授發表「無人機在農業中的應用」（Drones Applications in 

Agriculture）。 

另外，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萬一怒教授受邀擔任

「Web API，FAIR 數據和互操作性」（Web API, FAIR Data and 

Interoperability）研討會主持人，逢甲大學地理資訊中心主任周天穎

主任受邀擔任「農業和自然資源中的地理空間技術」（Geospatial 



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AFITA）」出國報告 

 

 

9 

Technologies i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研討會主持

人。 

 

圖7 本會發表海報論文吸引與會者佇足研究 

 

圖8 萬一怒教授為「Web API,FAIR數據和互操作性」研討會主持人 



參加「2018年亞洲農業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AFITA）」出國報告 

 

 

10 

二、 參加 AFITA理事會 

AFITA於 10月 26日中午召開理事會議，由 2018 AFITA理事

長 Adinarayana教授主持。會中獲得以下重點結論： 

（一） 決定第 12屆 AFITA年會（2019）舉辦城市 

第 12 屆 AFITA（2019）原預定由越南主辦，惟越南河內主

辦人因護照趕辦不及，未克親自出席說明籌辦情形；另我國及中

國上海亦表態爭取 2020 年主辦權，我國代表團並由台灣農業資

訊科技發展協會（TAITA）理事長邱奕志教授代表於理事會議中

向與會理事進行簡報，本人亦於會中表達政府將全力支持並提供

協助，獲得 AFITA各位理事一致通過，為利年會順利舉辦，請臺

灣台中舉辦第 12 屆 AFITA（2019）年會，嗣後再由越南接續辦

理。 

 

圖9 第 11屆 AFITA理事會，臺灣爭取主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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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邱奕志教授爭取主辦權 

（二） 遴選第 12屆 AFITA（2019）理事會理事成員 

第 11 屆 AFITA 理事會同步選出第 12 屆 AFITA 理事會理事

成員，臺灣由： 

 農委會資訊中心蕭柊瓊主任 

 逢甲大學周天穎主任 

 中興大學萬一怒教授 

 臺灣大學江昭皚教授 

 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邱奕志理事長 

被選任理事，再由理事成員選出邱奕志理事長為第 12 屆

AFITA（2019）理事長，周天穎主任為第 12 屆 AFITA（2019）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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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2018 與 2019 AFITA前後任理事長進行交接合影 

（三） 第 12屆 AFITA（2019）正式更名為 APFITA 

由於 AFITA參與地區越來越擴大（第 11屆 AFITA有來自 16

個國家地區，170 位農業各領域專家學者與會），所以 2018 年

AFITA理事會決議，決定將 AFITA，改為 APFITA（Asia Pacific 

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griculture, 亞太農業

資訊技術聯盟），以彰顯 AFITA 的國際化與代表性，此項更名決

議自 2019年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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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屆 AFITA發表論文值得參考之內容 

第 11 屆 AFITA 年會發表論文大致可分為農業物聯網應用、決

策支援系統、農業地理空間技術、影像辨識等應用類別。茲提出較

具創新構想之應用方式與技術，以提供臺灣農業資通訊發展規劃參

考。 

（一） 利用 UAV影像及深度學習研究栽種技術（以柑橘為例） 

1. 背景說明 

日本三重縣（Mie Prefecture） Kinan地區的農業輸出以

柑橘類水果為主，由於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短缺，故難以預估

待採摘的水果量，也難以建立符合需求的運輸計畫，這與臺灣

面臨的農業缺工狀況相近似。 

因此該研究提出利用無人飛行載具（UAV）拍攝影像，再

利用水份逆境（water stress）深度學習進行產量預測，以穩

定產出優質的柑橘。 

2. 研究方法 

(1) 水份逆境預測 

為穩定生產優質的柑橘類水果，該研究提出利用來自氣

象站及空拍影像所取得的環境資訊（太陽輻射、溫度等），建

構預測柑橘類果樹水分逆境的栽種支援系統。 

如圖 12所示，水分逆境會導致柑橘類樹葉的形狀及顏色

改變。專業農民可以依據這些變化來預測柑橘生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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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水分逆境造成的柑橘葉差異 

 先利用一般 UAV取得果樹的光學影像：準備訓練資料

（一組果樹影像及水分應力值）並利用目標果樹的灌

溉資料及葉片水份潛勢（LWP）測定儀（圖 13）取得

正確的水份逆境數值。 

 利用卷積神經網路進行監督式學習。依據空拍影像預

測水分逆境值，藉此預測柑橘成長狀況。 

 

圖13 葉片水份逆境潛勢測定儀 

(2) 農作物產量預測 

產量預測方式如圖 14所示，首先透過一般光學攝影機取

得之 UAV果樹空拍影像進行深度學習，果樹的空拍影像如圖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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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農作物產量預估方法流程 

 

圖15 顯示果實的空拍景象 

一般專業農民可依據結果數量準確預估產量，依據此栽

種技巧，該研究提出利用 UAV影像搭配深度學習進行產量預

估之方法如下所示。 

 利用一般 UAV取得光學影像。 

 利用目標水果實際產量作為正確值，建立訓練資料。 

 進行監督式學習，依據空拍影像預估產量。 

3. 臺灣可參考項目 

該研究應用 UAV拍攝柑橘表面水份逆境（water stress）

狀態，再結合氣象站環境因素，進行柑橘產量預測，是相當創

新的研究方式，臺灣目前也在積極推動 UAV應用，但大多都

是在農藥噴灑，或作物拍攝，若能應用作為產量預測，將是另

一項應用效益。惟據現場提問研究學者相關研究成本，學者表

示該研究耗資不斐（未具體說明研究費用，只說不少），預期

會造成研究與推廣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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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 ICT整合印度小農知識系統 

1. 背景說明 

該研究是於 2016-2017年間，在印度阿拉普扎（Alappuzha）

地區展開一項參與式研究，種植椰子及以椰子為主體的農業生

產活動是印度小農和邊緣農維持生計的主要方式之一，而印度

椰子主要產區的農民識字率高，且電信密度高，但 ICT的應用

率極低，因此該研究即希望可以透過行動通訊，開發客製化的

多語言互動式行動電話應用程式，提供耕地管理、生產管理

APP「e kalpa」，並設計「電子種植調查應用程式（e plantation 

survey App）」，進行即時的 GIS記錄、歸檔及分析，進行資料

收集。 

2. 研究方法 

印度是擁有 4.6 億用戶的第二大線上網際網路用戶數國家，

僅次於中國。報告亦指出總網際網路用戶中，約有 74%的年齡

不到 35歲。而主要椰子種植地區的整體電信密度：喀拉拉邦

為 115.67%、坦米爾納杜邦（Tamil Nadu）為 128.97%、安得

拉邦（Andhra Pradesh）為 97.54%、卡納塔克邦（Karnataka）

為 113.40%。 

印度農業極為艱難，所以如果可以透過 ICT及行動通訊，

開發生產栽培知識庫，提供農民即時栽培指導，將能有效提高

農民生產效率。因此該研究即針對喀拉拉（Kerala）邦 740位

的椰子農民實施農民第一計畫（FFP, Farmers FIRST 

Programmed），透過 APP提供農民栽培與指導，每單位面積

（公頃）可聯繫到的農民數量介於 4至 10人之間。 

該研究的內容如下： 

 開發針對椰子、檳榔及可可亞快速技術傳播的客製化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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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平台。 

 研究有效運用「e kalpa」的椰子農百分比及其運用效

益。 

 設計並評估即時 GIS及準確的社會科學資料記錄、歸檔

及分析並能進行深度學習的調查應用程式。 

 系統結構：結合 HTML、CSS及 KavaScript等網頁技

術，建立在 Cordova架構上 

 雲端伺服器：採用 Linux發行版（Linux distribution）的

CentOS，資料庫採用 MySQL（v 5.6），伺服器端網頁

應用程式建立在 Yii2架構上。 

3. 結果及討論 

有效整合科技與椰子小農及邊緣農知識系統是一大挑戰，

因此印度學者根據農業社群使用者的回饋，開發「e kalpa」並

上傳至 Google商店（Google Playstore）。可離線及線上存取

多語言應用程式，包含英語、印地語、馬拉雅拉姆語

（Malayalam）、康納達語（Kannada）、泰米爾語（Tamil）及

孟加拉語（Bengali）。 

「e kalpa」的元件包括含有椰子（69個）、檳榔（21個）、

可可亞（16個）共 105個技術片段的知識庫。另針對使用以

椰子為主之栽種系統的使用者，提供英語及馬拉雅拉姆語的 59

種中間／混合農作物的「中間／混合農作物資訊」，作為簡便

計算表。 

使用者必須輸入各年齡類別的幼苗及棕櫚樹，以取得營養

管理的詳細輸出。由於資訊及知識是重要的生產因素，「e kalpa」

能使農民推廣官員及團體進行科技傳播、採行並提高農業收入。

「e kalpa」的線上現場問題／農民問題通報系統讓農民能自行

選擇以圖像、影片或聊天的方式，即時通報現場問題，農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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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均通報 5件，有效提高農民生產效率及品質。 

4. 臺灣可參考項目 

本會目前積極推動「農務 e把抓」，鼓勵農民進行田間管

理，惟「農務 e把抓」尚未結合生產知識庫。臺灣農民的識字

率、學習能力及農村行動網路普及率都超越印度，可以挑選單

一作物，透過 APP提供生產知識查詢建議，進行精準管理，

強化農民生產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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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印度有僅次於美國的可耕地面積，也有相當龐大的農業勞動力，

不過在農業生產管理、技術輔導、供應鏈管理上都面臨許多問題，

即便稻米、小麥、甘蔗、花生、牛奶與蔬菜等作物產量都居世界第

一或第二，更已取代泰國成為世界最大稻米出口國，也是第二大小

麥出口國，農產品出口總值也高達 450 億美元，但是因為農村生產

設備老舊、基礎設施落後，農民因為資訊有限，無法接觸到更廣大

的市場，農作物獲利有限，導致印度平均每個農民的年負債額達到 

300 美元，令人相當驚訝，也替印度農業環境、農村生活與農民生

計感到遺憾。 

不過與臺灣一樣，目前印度也有許多青年農民與新創企業開始

投入農業轉型與再造的工作，他們發揮創新構想，善用資訊科技技

術與網路媒體，針對印度農民最切身的問題著手，思考解決方案，

嘗試突破傳統，導入創新服務與營運模式，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可見農業還是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只要能充分發揮創新能力，善

用資訊科技與網路社群，就有機會可以解決農業長久以來面臨的問

題，進而開創新的機會與環境。而印度一些新創公司的農業創新做

法，也可以因地制宜，依臺灣農業環境與現況需求，進行適地性調

整，相信也可以做為臺灣農業資訊應用與服務發展的參考。例如印

度 Digital Green，應用 YouTube，開辦「農民偶像」節目。本會亦

有虛擬博物館、農業電子看板等數位媒體通路，也在 YouTube上開

闢農業委員會專屬頻道，訂閱數達 23,663人，業已拍攝各類型農業

影片達 3,000餘支。在此基礎上，再參考 Digital Green「農民偶像」

節目做法，相信能進一步提高訂閱數與瀏覽人次，除了農業技術傳

播外，更能提供政策溝通、互動的推廣效益。 

另外臺灣發展農業資通訊應用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亦有許多

產出與成果，惟臺灣國內市場太小，所以農業資訊科技服務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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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始終有所限制，如果能針對新南向國家農業發展需求，進行系統

化的產品發展規劃與推動，相信將有機會將臺灣農業資訊科技服務

推向新南向國家，發展農業科技服務業。我國於此次年會中順利取

得 2019年主辦權，允宜善用此契機，將相關的應用產品與系統推播

給新南向國家，創造農業資訊科技的新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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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 參與 2018 AFITA年會臺灣代表團名單 

 宜蘭大學邱奕志教授（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長） 

 開南大學葉耀明教授（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臺灣大學江昭皚教授（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監事） 

 逢甲大學周天穎教授（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逢甲大學葉美伶教授（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逢甲大學葉青雲教授 

 東吳大學王淑芬教授 

 中興大學萬一怒教授 

 凌網科技林明賢協理（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農識國際陳炤堅總經理（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冠諭科技徐朝峰總經理（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理事） 

 農委會資訊中心蕭柊瓊主任 

 

圖16 圖 1 2018 AFITA 臺灣代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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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4篇海報論文主題 

1. 印度尼西亞金槍魚供應鏈可追溯系統網絡（A Web-Based 

Traceability System for Tuna Fish Supply Chains In Indonesia） 

2. 資通訊技術應用在棕櫚樹技術的獲取和傳播（Application of 

ICT for Information Access and Dissemination of Oil Palm 

Technologies） 

3. 蛋白質序列分類的機器學習方法（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e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tein Sequences） 

4. 枇杷生產管理系統決策支援系統（Loquat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SS)）  

5. 辣椒素基因的自然變異決定了極辣椒的進化（Natural variation 

of Capsaicinoids1 locus determines evolution of extremely 

pungency pepper） 

6. 應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數位農場（Data-Farm for Agricultural 

Big Data and AI Applications  

7. 印度農業研究知識傳播現狀及資通訊技術的影響（Statu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Ind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Impact of ICT Implementation） 

8. 基於實時深度學習的番茄檢測和成熟度估計的分析框架（A 

real-time deep-learning based phenotyping framework for 

tomato detection and ripeness estimation） 

9. 應用決策支援工具對棉花進行養分精準管理（Precision nutrient 

management in Bt Cotton (Gossypium hirsutum L.) through 

decision support tools in Vertiso） 

10. 多環境試驗基因組優化選擇（Optimiz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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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environment trial for genomic selection） 

11. 發展植物成像模型（Advances in imaging and modelling of 

plants） 

12. 使用藍色通道鑑別法自動計數填充和未填充的有氧水稻稻穗

（Automated counting of filled and unfilled Spikelets of 

Aerobic Rice using Blue Channel Discrimination） 

13. 利用機器學習和作物模型相結合的方法預測水稻的抽穗期

（Predicting Heading Dates of Rice using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combining Machine Learning method and Crop 

Model） 

14. 使用深度學習將大豆基因和天氣變化整合到產量預測

（Integrating genotype and weather variables for soybean 

yield prediction using deep learning） 

15. 葡萄植物病害診斷的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based Plant 

Disease Diagnosis for Grape Plant） 

16. 使用側面相機數據進行機器學習來估算雜草密度（Using 

Machine Learning with Side Facing Camera Data on a 

Compact Agbot to Estimate Weed Density）  

17. 玉米產量計數機器人的深度學習（Robot-based Corn Stand 

Counting using Deep Learning） 

18. 利用植物生長深度網絡來降低和重建閉塞植物的可行性

（Feasibility of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occluded plants using generative deep networks） 

19. 大豆表面壓力的 DCNN框架（An Understandable DCNN 

Framework For Soybean Stress Phenoty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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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架構高粱頭部檢測和計數的高效深度學習框架（A Label 

Efficient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for Sorghum Head 

Detection and Counting） 

21. 殘餘神經網絡的高光譜超分辨率（Hyperspectral 

Super-Resolution by Residual Neural Networks） 

22. 農產品生產管理系統-農業生產智慧行動應用服務（Farm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An Intelligent Mobile 

Application Serv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本會發表 

23. 物聯網應用於室內養殖之智慧禽舍（Development Research 

for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ed to Indoor Culture for Poultry）*

本會發表 

24. 田間調查應用（APP）透過群眾調查進行大規模農田調查（Field 

Survey Application (APP) Uses Crowdsourcing to Conduct a 

Huge Scale Farmland Investigation ）*本會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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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8年 AFITA年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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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委會投稿海報論文 

為宣揚臺灣推動農業資訊科技應用的成果，本會投稿三篇海報

論文，展現臺灣在農業資訊科技應用的成就。 

（一） 「農務 e把抓」－農業智慧行動管理工具提升管理效率 

本會為協助農民解決現行耕地與田間管理面臨困境，加速傳

統農耕作業轉型為資訊化管理並降低進入門檻和投入成本以提升

競爭力，開發「農務 e 把抓」智慧生產作業管理工具。其導入行

動裝置應用與近距離無線通訊（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二維條碼（QR-Code）、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人工智慧等技術，並運用雲端服務、視覺化、行

動化等方式，供使用者一手完成田間工作排程與管理、田間作業

紀錄、經營分析等。經廣泛籌辦推廣課程，輔導農友排除系統操

作問題，系統用戶於 2018 年底已增至 5,281 家，系統管理耕地

面積達 20,204公頃。未來也規劃結合人工智慧運算與空拍輔助整

合農業環境感測數據與其他農業資訊，帶動軟硬體業者整合、產

業異業合作發展。 

 

圖17 「農務 e把抓」管理畫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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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務 e把抓」－農業智慧行動管理工具提升管理效率中

文摘要內容 

「農務 e把抓」－農業智慧行動管理工具提升管理效率 

摘要 

為了解決臺灣農民田間管理不便的問題，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結合 NFC、

QR-Code、GPS等技術，並運用雲端、視覺化、行動化等概念開發農務 e 把抓資訊

服務系統，透過資訊科技與農業的完美結合，創造「高效、省工、富農」價值，成就

農業新典範。 

系統功能與服務特色 

「農務 e 把抓」為生產作業管理服務系統，針對農產品生產業者於田間作業管

理、耕地利用管理、耕地巡檢管理、農機具使用管理、人力使用管理等實務流程進行

分析與調配，亦可搭配環境檢驗與栽培作物檢驗資料紀錄以及環境感測數據紀錄，累

積數據以利後續智慧化應用。且配合臺灣產銷履歷標章進行規劃，同時提供經營管

理、資料查詢、氣候與農產品交易行情開放資料介接等各項輔助功能，作為行動加值

應用服務內容設計規劃依據，以符合農業實際運作需求，研發完善且具效率之農業生

產作業管理服務。 

推廣成果與未來智慧應用規劃 

經由本會積極輔導農民使用，自「農務 e 把抓」系統上線起至今，用戶數量大

幅成長，管理耕地面積佔全國長期耕作地面積的 5.2%。用戶類型包含個體農戶、產

銷班、合作社、農企業等，管理栽培作物包含蔬菜、糧食作物、果樹、特用作物等，

滿足多元化應用。隨著系統各項基礎功能架構已穩固，未來將加強投入智慧農業趨勢

的連結，包括政府 open data 資料介接運用、物聯網環境感測數據串聯應用，搭配用

戶生產管理作業數據的蒐集，累積資料，可創造更多未來延伸發展的可能性。農政單

位亦可能應用資料分析做為政策擬定與執行之參考依據，例如各項作物之產銷協調、

價量機制掌握以及災損補助等。透過系統的開發可提高農業生產管理效率與效能，進

而達整體農業產業提升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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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務 e把抓」發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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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用行動調查 APP結合群眾外包執行大量農地調查作業 

 應用行動調查 APP結合群眾外包執行大量農地調查作業

中文內容 

應用行動調查 APP結合群眾外包執行大量農地調查作業 

摘要 

本研究結合 GIS 地籍圖、相片標的物定位功能及專家判釋系統等元件、透過現

地週查 APP 的開發及群眾外包機制，有效改善傳統現地調查缺乏效率，提升現地調

查精確性、即時性及可追溯性。 

系統功能與核心技術 

整合各縣市的農地地籍圖作為最小土地管理單元(common land unit)，並且採取

離線地圖的方式，避免大量的圖資佔據網路流量，增加系統穩定度。應用智慧型手機

的基本功能，以 GPS 定位抓取調查者的所在地，並於調查者拍照時，抓取手機電子

羅盤資訊，確定照片方向及俯仰角。有調查需求時，系統會於地圖上發布待調查地點

與對應的獎勵點數，供民眾自行選擇合適的區域進行調查以賺取獎勵，並利用點數購

買本會提供之商品，達到民眾與政府雙贏的局面，亦落實 Crowdsourcing的理念。 

未來技術開發規劃 

未來將擴充於調查資料回傳後，先透過自動影像辨識系統判斷農作物的種類，並

交由專家於後台確認，減少人工判釋的工作量，達到農業現地資料收集的目的。 

結論 

提供農地利用調查之輔助使用，補足原有調查方法之缺陷，並透過群眾外包的方

式降低調查成本，為本系統開發之主要目的。未來亦可以推廣到各種需要現場調查之

作業，如產業調查、野外研究調查、災害災情調查等等應用。透過本系統的資料收集

能力，將可以提供更準確的資料給農業情資的掌握以及農業政策的制定使用，達到智

慧農業管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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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行動調查 APP結合群眾外包執行大量農地調查作業

發表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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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物聯網應用於家禽室內養殖之發展研究 

 物聯網應用於家禽室內養殖之發展研究中文摘要內容 

物聯網應用於家禽室內養殖之發展研究 

摘要 

為降低環境對家禽生產之影響，密閉式飼養已是目前之趨勢。因此本研究即應用

物聯網技術，進行養殖環境監控，再透過自動化回饋調整餵飼方案，藉以提高室內養

殖換肉率，降低室內養殖雛禽死亡率，同時進一步減少餵飼照護管理人力。 

系統架構 

本研究為應用物聯網技術發展智慧家禽/特色水禽禽舍，包含禽舍環境監控系

統、自動餵飼及給水系統、最佳餵飼分析系統等模組化功能。除透過禽舍環境溫度、

濕度、CO2、餵飼飼料及水量等監控設備進行養殖環境監控，再透過自動化回饋調整

通風設備、給水設備、給料設備等，藉以提高室內養殖換肉率，降低室內養殖雛禽死

亡率，同時進一步減少餵飼照護管理人力。 

研究成果 

據本研究分析，導入物聯網技術應用於密閉式養殖後，雞隻育成率提升到 93%、

透過最佳餵飼分析，換肉率提升了 0.2~0.3%，每公斤飼料成本降 0.8 元、禽舍管理

需求人力亦大幅下降，且密閉式禽舍也較無異味，達到環境保護效益。 

應用物聯網技術推動家禽業者智慧化室內密閉式養殖，透過光照、溫度、濕度、

日照等環境參數監控設備，對禽舍內的光照強度、空氣和氨氮濃度、日照數等環境參

數進行即時監控分析，自動開啟或者關閉指定設備，同時在禽舍現場布置 CCTV 監

視設備，將能大幅提升家禽業者的飼養效率，亦能防範禽流感蔓延，降低環境對家禽

生產之影響。藉由本研究期能有效帶動臺灣家禽及特色水禽養殖業者進行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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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應用於家禽室內養殖之發展研究發表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