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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于逸知、林大淵

下雨了--下雨了--下雨感測器幫你自動開關氣窗
下雨感測器幫你自動開關氣窗

文圖／陳令錫

雨水，滋潤大地，生物得以生生不息，久旱逢甘霖對

動物與植物都是活命的機會。近年氣候極端化在世界各地輪

翻上演，天然災害造成農業損失慘重，引發國際糧食供應失

衡與價格變動的民生問題。四、五十年前的農村水稻收穫期

最怕連續下雨，當時沒有水稻聯合收穫機和乾燥機，需人工

彎腰割稻、脫粒、裝袋、搬運、拆袋、舖平、日曬乾燥、翻

攪、風選、裝袋、搬運、儲藏、出售等繁鎖作業流程。在當

時日曬乾燥稻穀需要1個人每間隔一段時間翻攪讓上下乾溼稻

穀換位或混合，促進溼氣散發，空檔進入屋內整理家務，此

乾燥過程最怕下雨，稻穀若淋雨，輕者拉長乾燥時間，重者

水稻發芽或發霉失去商品價值，幾個月辛勞可能血本無歸。

臺灣的氣候型態春季梅雨、夏季高溫高濕還有颱風、冬

季寒流，設施栽培講求夏天降溫與冬天保溫並重，夏季炎熱

多雨問題，需要適度的自然對流通風、遮陰或噴細霧，因此

具有遮雨透氣功能的活動式天窗逐漸受到重視，設施屋頂裝

設捲收塑膠布或氣窗（天窗）的溫室日漸增多，下雨時人不

在溫室該怎麼辦？若沒有設備

輔助，只能趕赴現場關窗了。

而有了應用工業技術開發的下

雨感測器，配合機電控制技術

就可以在下雨時自動關窗。

目前下雨感測器概略分成

三種：重量式、電阻式與光學

式，以2015年1月13日彰化縣大

村鄉實測數據為例，1月13日晚

上降雨，該日累積雨量3 mm，

次日累積雨量6.5 mm，三種下

雨感測器感測到下雨的時間分別為電子式在晚上21:29；電阻

式在21:40，延遲11分鐘；重量式在14日02:31，延遲5小時2分
鐘。至於下雨結束訊號方面，電子式在14日上午6:56，電阻

式在14日上午10:31，延遲3小時35分鐘；重量式則在14日晚

上20:40結束下雨訊號。其中電阻式在1月14日晚上20:38至1
月15日早上08:09之間有誤動作，該期間沒有下雨。根據以上

資料顯示，光學式反應最靈敏，電阻式次之且會有誤動作，

重量式需在累積足夠雨水

之下才會動作；當雨過天

晴時，下雨訊號停止也是

光學式反應最靈敏，重量

式與電阻式都需經過一段

時間讓雨水蒸發後，訊號

才會改變。價格方面光學

式較貴，進口的重量式次

之，電阻式最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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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葡萄薊馬危害應趁早防治葡萄薊馬危害應趁早

隨著氣溫日漸升高，各種害蟲亦蠢蠢欲動，伺機侵害

農作物。夏季最令農友頭痛的葡萄害蟲，非薊馬莫屬。薊馬

具多項生物特性，使它成為相當難纏的農業害蟲：一、體型

微小細長，危害初期難以發現，且不易以設施阻隔。二、生

活週期短，環境適合時，族群可急速增加，造成嚴重危害。

三、具翅，可藉氣流長距離擴散。四、喜愛藏匿於植株縫隙

皺摺處，增加了偵測與防治的困難。五、食性廣而雜，果園

周遭荒地與鄰田易成為感染源及防治時的避難處，難以根

絕。六、生活史短，抗藥性發展快速。近年中部地區危害葡

萄的薊馬，以小黃薊馬Scirtothrips dorsalis Hood為主。

小黃薊馬偏好危害植株較幼嫩的組織，當葡萄抽梢吐

芽之時，即前來取食嫩芽，亦可危害花穗、幼果。遭薊馬危

害的葉片，沿葉脈兩側會發生褐化、凹陷之傷疤，乃因葉肉

細胞遭破壞的緣故。嚴重時，褐化面積大，葉片擴展受阻且

革質化，影響光合作用甚劇。危害花穗與幼果時，可造成落

花，並在果梗、果皮上留下島狀褐化傷疤，影響果粒發育，

使其喪失商品價值。

為避免葡萄薊馬危害，防治時間乃重要關鍵，應於發生

初期即進行防治，避免薊馬族群量上升至危害水平。藥劑防

治時需均勻噴佈葉表與葉背，並輪用不同作用機制之藥劑，

避免抗藥性產生。目前植物保護手冊推薦於葡萄薊馬的藥劑

有賜派滅100g/L水懸劑 1,500倍、益達胺28.8%溶液 6,000倍、

達特南20%水溶性粒劑3,000倍及

亞滅培20%水溶性粉劑4,000倍，

使用時請注意安全採收期。此

外，平時則應注重田間衛生，並

持續監測田間薊馬密度；監測方

式可於田間吊掛黃、藍色黏紙，

定期檢視薊馬數量；或將幼果果

串輕輕於白紙上敲打，檢視是否

有薊馬掉落。

▲電子式下雨感測器在2015年1月
13日21:29發出下雨訊號，14日上
午6:56結束

▲電阻式下雨感測器在2015年1月13
日21:40發出下雨訊號，14日上午
 10:31結束；1月14日晚上有誤動作

▲重量式下雨感測器在1月14日02:31
發出下雨訊號，20:40結束

▲三種下雨感測器（左：電子式；中：
電阻式；右：重量式）

▲薊馬危害後在幼果上造成褐化傷
疤

▲中部地區夏季葡萄常遭小黃薊馬
危害

▲薊馬嚴重危害時，葉脈兩側出現
大面積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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