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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明係一種灌溉技術領域的滴

灌用槽體，二側板與一底板構成

收容空間，用以承載介質，給水

槽承載液體，在液體入口套接

「管套管」的內管導入水源，每

隔一段距離設計較小口徑的滴水

口，其外套接較大口徑的水管，

保持每個距離段之平均供水，相

對於傳統滴灌方法，可以長距離

和可依植株間隔做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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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漠地區中，水分的蒸發對於灌溉農業而言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灌溉容易被蒸發或是滲入沙土下，而喪失供水給植物吸收的作用，無
法進行長距離運輸，灌溉區域中距離水源較遠處常常發生水因為蒸發
而遠少於植物所需，更難以確保在各個位置均能均勻灌溉。

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傳統滴灌式沙漠農業

圖片來源：http://pixabay.com

https://pixabay.com/go/?t=image-list-getty&id=gm1159817315-317275858?utm_source=pixabay%26utm_medium=affiliate%26utm_campaign=SRP_image_sponsored%26referrer_url=https://pixabay.com/images/search/drip%20irrigation/%26utm_term=drip%20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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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上述現有技術的問題，我們研發出一種可以均勻將水沿管線散
佈的方法，採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等耐久性材質，製成寬度40cm、
高度15cm的U字型槽管，包含一底板與兩側版構成收容空間，於其中
承裝栽種介質，側板端點設置給水裝置，沿著側板進行長距離運輸，
再以垂直方法設置多個滴漏區，與收容空間相通，對作物進行滴灌。

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紙板示意圖 滴灌用槽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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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板滴漏區用高週波原理熱溶接，一格開放出口讓水流出，另一格直
接封閉，形成間格式垂直向下灑水的格局，除了最下方開口之外，其
餘滴漏區均與收容空間不相通，每往下一層則孔洞尺寸愈小、密度愈
高，包含若干滴漏層，避免水分長期滯留在最表層，因為蒸發而浪費，
同時達成緩慢給水的目的，避免過快滲漏。

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側板給水槽剖面示意圖

表層

子滴漏區1 (封閉)

子滴漏區2 (封閉)

子滴漏區3 (封閉)

子滴漏區4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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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淡水入口的水龍頭上，套接「管套管」的內管導入水源，每隔一個
較長距離設計一個較小口徑的滴水口，其外套接較大口徑的水管，或
是在水管接口套接另一條符合植樹間距的滴水管，均勻吸收剛好適合
的滴灌液肥水與其他水溶性物質，將滴灌出水孔能跨遠距離均勻供給
外套管的開孔，更直接有效的被植株根部所吸收。

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管套管式長距離滴灌
內管與外管(或多層外管)間，每隔一
段有高低起伏地形，會設置內管與
外管間的檔水層，使有限的灌溉水
不至於在前端就把水量耗完，而讓
遠端無水可用。

內外管間每隔某個間距(基本是每段
水管間) 做口徑差的填補隔離，後段
水不會倒流或是順流到另一段距離
的外管空間，保持各距離區段間的
平均供水。

圖片來源：http://flat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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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使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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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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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灌用槽體及其使用方法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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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培育層以及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本植物種子栽培裝置，主要目的

是便利串連「打種」、「育苗」、

「成長」和「採摘」幾個階段的

植物栽培技術。其中，該植物種

子栽培帶係在一平面上彎曲捲繞

而成，並在植物栽培帶上置入負

數個孔洞，頂端與尾端各設有入

水口與出水口，讓栽培帶內部形

成流道，配合托盤的使用，植物

種子栽培帶可大量栽培植物，並

實現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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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廢水、廢渣、生活汙水及垃圾大量地被排放，有害汙染物侵入地
底和地下水中，利用土壤植栽的稻米和蔬果亦因受污染而殘留毒素，
影響收成與食用者健康，因此迫切需要發展「離地農業」以擺脫傳統
農業所必需的農田地面。

圖片來源：http://pixaba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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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裝置整體為一多層環形垂直農場，採用高精密度的鋁擠型材料搭建，
可以精準的做出具精密度的層格空間，將育苗活動從平面鋪放轉為立
體堆疊，可在有限的土地面積進行大規模量產化育苗。

大樓外型示意圖

升降梯

大樓側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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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層示意圖

每一層包括彼此鄰接的扇形培育盤，以及分隔各培育盤的運輸軌道，
包含一中央軌道及左右運輸軌道，機器人透過中間輸送升降梯往返於
各層進行置放與回收工作，並由雲控制系統進行工作管理，以實現自
動化栽培，且各支流道設有植物生長光源與噴霧栽培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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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層立體圖

中央流道之一端為輸入埠，連接入料裝置，經
由運輸機購接收植物幼苗帶，並運至指定支流
道。

中央流道之另一端為輸出埠，連接出料裝置，
可從運輸機購接收來自指定支流道的植物幼苗
帶。

運輸機購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運輸機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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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層上視圖

培育盤

培育盤
中央流道

培育盤

右方支流道

右方支流道左方支流道

左方支流道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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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種苗按照電子零件形式，藉由一肥料黏合劑固定在條狀紙帶的孔洞，
條狀紙帶經彎折捲繞成渦輪狀，盛裝於圖形化凹槽的托盤，置於符合
仿生態條件的育苗環境。

紙捲

種子料斗

切刀

播種完成之
培育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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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植物種子的栽培時，可將液體肥料注入托盤上的凹槽，流通整條
紙帶的液體肥料會通過前述孔洞給植物種子吸收，紙帶內壁設有一淋
膜層，不致因浸濕而毀壞。出水口可配置感測器，當偵測到流出的液
體肥料養分不足、酸化或被汙染時，可通過中央給肥器進行添加或補
充，並運用紫外線殺菌消毒設備保證液體肥料的潔淨度。

液化肥排水
口

超音波霧化器

中央給肥器
(可同時對應多個盤穀育苗設備)

盤穀育苗設備

液肥整補循環

圖片來源：http://flaticon.com

液化肥注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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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盤立體圖植物幼苗帶與運輸機構示意圖

植物幼苗帶

孔洞

托盤
圓形化凹槽

運輸裝置

運輸裝置

孔洞

植物幼苗

植物幼苗

可將RFID、條碼等資訊攜載
器設置在栽培帶上，儲存植物
種子種類、培養時間、培養溫
度等資料，提供系統識別何時
要置放在那一個長成的空間，
等待熟成後依訊號等待採摘。

植物育苗帶以圓盤托盤盛裝置放在符
合訪生態的育苗環境中，包含植物生
長光園、噴霧栽培裝置與溫溼度感測
監控，並利用感測器確保提供訪生態
生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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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植物培育塔由多個植物培育層堆疊而成，各自有中央、右部與
左部流道分隔盤面，四周為入料裝置，中央為出料裝置，均有垂直運
輸機構，育苗完成後的紙帶，從長成區軌道一邊滑入系統安排置放的
斜線軌道，收成後經中間的主線軌道滑出外緣，供系統做自動採摘。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運輸軌道單元

出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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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培育層以及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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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植物培育層以及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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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與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培育塔由多個培育盤所組成，配

置多個光學元件，將太陽光導引

傳播至各個培育盤與太陽能板，

除了為培育帶提供自然光照，同

時利用太陽能發電並儲存在儲能

電池，最後由儲能電池提供電力

給植物培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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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智慧型植栽培育系統，雖能依植栽的育苗期及成長期給予適合的
供養方式，達到植栽最佳的成長條件供應及易客製化的目的，但對於
電力供應可持續性有較高的要求，若設置在荒涼、取電不易之處，則
很容易因為能源短缺而無法順利運行。

溫濕光照

育苗給肥

光合滅菌採收裝箱

冷鏈保鮮

庫存待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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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可以將太陽光導引傳播至各個培育盤之

中，從而向培育盤內的植物培育帶提供自然光照，同時讓太陽能板

產生電能並儲存在儲能電池中，為植物培育設備及周邊電子、電機

設備提供所需電力。

太陽能板具有RS485，
會將發電數據回報平
臺，並蒐集太陽在一
年當中各個時期的投
射角度

平臺依據最佳發電效率，將對應的菱鏡角度寫入具有
對應該ID的記錄中，運用人工智慧學習，分析稜鏡反
射後的最佳化角度進行調整，讓太陽光能採集獲得最
佳化的光電效率

室內各個牆柱加裝反射角度的鏡
子，運用反光漫射效果，強化光
線並分散在房屋內部各個角度。複數個除能電池連接太陽

能板，用以儲存太陽能板
所儲存的電能

圖片來源：http://flat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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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供電植物培育裝置，在一個植物培育層之上，有N個第一光學
元件（置於培育層周圍）、N個太陽能板、至少N個第二光學元件
（置於第一光學元件與培育層上方），以及複數個儲能電池。其中，
第二光學元件用以將太陽光導引置第一光學元件的一側，傳播至培育
盤分支流道，同時使太陽光經另一側其傳播到太陽能板。

太陽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立體圖(1)

第二光學元件

第一光學元件

太陽能板太陽能板

培育盤 培育盤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入料裝置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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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立體圖(2)

第二光學元件

第一光學元件

馬達 導光板

太陽能板

馬達 導光板

太陽能板

孔洞

孔
洞培育盤

培育盤

孔洞

入
料
裝
置

入
料
裝
置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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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風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立體圖(附加風電)

在經費與環境條件可行的情況下，可以在太陽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
上，裝置多個垂直型風電裝置，一個風電裝置藕接一個儲能電池。

風電裝置
風電裝置

儲能電池

儲能電池儲能電池

培育盤

培育盤

入料裝置

太陽能板

第二光學元件

入料裝置

第二光學元件

第二光學元件

第一光學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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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綠能供電之智慧型植物培育塔立體圖

多個綠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相互堆疊成塔，以綠電驅動植物生長光
源、噴霧栽培裝置、紫外線殺菌消毒以及感測器等裝置。

風電裝置

風電裝置風電裝置

風電裝置

第二光學元件 太陽能板 第二光學元件

太陽能板

儲能電池

太陽能板 第一光學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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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與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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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能供電之植物培育裝置與智慧型植物培育塔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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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體垂直植栽塔

立體垂直植栽塔，係因應集合式

住宅與高樓大廈空間有限與日照

不均問題，設計一個由外桶、內

管狀容器與可轉動底座組成的設

施，內管狀容器由上開口放置堆

肥物，可從內管壁圓孔溢出，外

桶與內管間隙設置植栽介質，可

轉動底座帶動外桶轉動，讓植栽

均勻接受日照。



四、立體垂直植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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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城市集合住宅、高樓大廈林立，許多人喜歡利用中庭花園或公設
空間種植花草蔬菜，故有必要提供專門性設施，讓住戶可就近照料，
並產出可食用蔬菜，綠化環境的同時也提高生活情趣。

總高度約160cm，
每10~15cm分出一
層可人工轉動的植
栽圓盤

中心為直徑約
10~15cm的立柱

水分與肥料可從圓
孔溢出

立體垂直植栽塔側視圖 立體垂直植栽塔上視圖

圖片來源：http://flat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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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垂直植栽塔包括外桶、內管狀容器與可轉動底座，外桶包括上開
口與桶身的多個側開口，內管狀容器經由上開口放置堆肥，內外桶間
隙設置植栽介質，外桶底座可帶動外桶轉動，避免日照不均問題。

無菌組培裝置分解

內管狀容器
堆肥物

上開口

上蓋

可轉動底座

儲液槽 驅動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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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轉動單元 第二轉動單元 第三轉動單元

馬達

定時
裝置

馬達

光感測
單元

次馬達

光感測
單元

本設備包含三個轉動單元，任一轉動單元均能自行轉動底座，盡可能
讓植栽均勻獲得日照。第一轉動單元可定時設置使其得以在設定好的
時間、間隔自行轉動；第二、第三轉動單元可根據光感測單元所偵測
光照方向轉動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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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體垂直植栽塔

專利保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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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當立體垂直植栽塔排列成行列陣，從而實現大規模的葉菜或瓜果植栽

工作時，若是運用人力進行採摘作業，則需要雇用工人勢必花費不貲，

因此需要利用自動採摘設備，來進行此採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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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本發明之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一種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其具有
以下實務優點。

可進行縱向自動化瓜果/葉菜採摘，不受高度的限制

可進行橫向自動化瓜果/葉菜採摘，不受寬度的限制

可進行縱、橫雙軸自動化瓜果/葉菜採摘，實現大面積
採摘，節省人力及時間成本

有效的採摘，不會傷害到瓜果/葉菜

給予最佳的採摘時機點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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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設備主體為自動移動車輛，包含三個機械手臂，分別持有攝影機、夾
持機構與切割機構，後方有採收箱及控制與處理裝置。

種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的第一立體圖

植栽裝置

第二機械手臂

夾持機構

切割機構

自動移動
車輛 信號傳

收裝置
車體

第三機械手臂
第一機械手臂

控制與處理
裝置

採收箱

移動機構

移動機構

電子裝置

植栽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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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植栽設備設有一電子元件節點，對應車體上的信號傳/收裝置，且該
信號傳/收裝置耦接控制與處理裝置。

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的第二立體圖

電子裝置

植栽裝置

夾持機構

第三機械手臂
攝影機

自動移動
車輛

車體

移動機構

移動機構

控制與
處理機構

第一機
械手臂

採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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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各機械手臂分別在微處理器設有控制程式，第一機械手臂移動攝影機
擷取葉菜或瓜果影像，根據影像辨識判定是否成熟；第二機械手臂操
縱夾持機構夾持葉菜或瓜果，接著第三機械手臂驅動切割機構切斷莖
部，最後將所述葉菜或瓜果移動到採收箱釋放，用戶可透過電子裝置
與控制與處理裝置的通信介面連結。

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的方塊圖

第一
機械手臂

攝影機
第二

機械手臂
夾持機構

第三
機械手臂 切割機構

自動移動
車輛

升降機構

信號傳/收
裝置

微處理器

第一
通信介面

記憶體

控制與處理裝置的方塊圖

定位程式

第一機構
控制程式

升降機構
控制程式

車輛移動
程式

攝影機
控制程式

夾持機構
控制程式

切割機構
控制程式

資料庫

第二機構
控制程式

第三機構
控制程式

微處理器

第一
通信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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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如果是包含多個植栽裝置的植栽塔陣列，微處理器可以通過信號傳/

收裝置與電子元件節點，確定植栽裝置的位置資訊，並根據座標控制
自動移動車輛移動至鄰近該植栽裝置處進行作業。

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的第三立體圖

植栽裝置

植栽裝置

植栽裝置

夾持機構

切割機構

攝影機

信號傳/收裝置

車體
移動機構

自動移動車輛

移動機構

採收箱控制與
處理裝置

第一
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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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機械
手臂

第二
機械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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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若有需要時，微處理器可以啟動升降機構控制程式，以抬升或下降平
台，對成熟的葉菜或瓜果進行夾持與切割。值得強調的是，弱後端電
子裝置依據影像判定未臻成熟，可以進一步推估預計採收日，控制與
處理裝置會根據排定時程，操控該設備至該植栽塔執行採摘作業。

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系統的第四立體圖

採收箱

平台

車體
移動機構

移動機構

自動移動
車輛

控制與
處理裝置

第一機械
手臂

攝影機

植栽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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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專利保護範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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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專利保護範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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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智慧採摘功能的植栽設備/系統

專利保護範圍(系統)



謝謝

觀賞
THANK YOU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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