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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傳承，資訊領航 —
「農業有益昆蟲產業服務體系」上線啦！

苗栗縣高接梨防災體系建置

防災氣象資訊一把抓

本場自105年起著手開發「農業有益

昆蟲產業服務體系」，建構知識整合平

臺，彙整農業有益昆蟲飼養繁殖、生產、

授粉及生物防治等技術予以數位化，建構

相關的知識庫及查詢系統，打造我國農業

益蟲相關知識與經驗傳承的重要根基。

為協助各界瞭解系統內容，本場於11
月6～7日舉辦使用者教育訓練，直接與各

界面對面進行意見交流與溝通，參加人員

來自產官學界總計達180人。本系統所涵

蓋的重要農業益蟲，包括蜜蜂、蠶、天敵

昆蟲及生態昆蟲等四大主題，各類昆蟲資

料庫均包含生活史介紹，可以給青年農民

及初學者基本概念。在蜜蜂及蠶這兩類具

高經濟價值的昆蟲，資料庫還提供詳盡的

飼養方法介紹、病蟲害查詢功能、病蟲害

防治方法及產品生產技術，讓入門農民可

以輕鬆獲取前人研究精華。

針對進階農民，本系統提供全國主要

蜜粉源植物GIS圖資查詢功能，讓蜂農可

以找尋最適合的採蜜地點；另將本場自日

據時代至今保存的家蠶種原庫（共136品
種系）數位化，提供家蠶業者或研究人員

查詢各項性狀特徵。

此外，針對作物栽培農民，提供蜜蜂

授粉技術、天敵應用技術及生態昆蟲分布

等資訊，讓有機、有機轉型期或友善環境

之農民懂得如何以蜜蜂授粉減少人工授粉

的勞力損耗，利用天敵昆蟲防治減少化學

藥劑的使用，並增進對環境生態的瞭解。

「農業有益昆蟲產業服務體系」已正

式上線，服務對象主要以農民及相關產業

從業人員為主，初次進入系統可利用快速

註冊填寫基本資料後即可取得一般使用者

帳號，可進行基本資訊查詢；若要進一步

使用產業應用功能如蜜粉源作物分布及天

敵昆蟲飼養技術，則必須進入會員註冊詳

細填寫個人資料成為正式會員。

本場未來仍會持續擴增系統應用功

能，歡迎體驗過的朋友提出需求或改進建

議，期望建構以農民為導向單一窗口的操

作環境，讓本系統成為農業資訊好幫手。

系統網址： http://kiscrop.tari.gov.tw/
MDAIS/Index.aspx

11月起進入高接梨嫁接期，為強化農友因應極端氣候之能

力，本場與農業試驗所、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共同合作建構高接梨防災體系，11月14日於三灣鄉農會召開

「苗栗縣高接梨防災體系建置說明會」，分別向農友說明如何獲

取即時氣象資訊及栽培之防（減）災方法。

目前已開發三個資訊系統網頁，並可於智慧型手機上查詢。

中央氣象局農業氣象觀測網監測系統（Http://agr.cwb.gov.tw/
NAGR/monito ，或手機掃描圖1網頁QR Code），可取得即時觀

測及預報資料，精準掌握環境氣象。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農業

災害情資網（http://eocdss.ncdr.nat.gov.tw/web/ot/coa ，或手機

掃描圖2網頁QR Code）則整合氣象及水文訊息，透過簡單的圖

片及文字說明，獲得災害發生當下的最新即時資訊。

農業試驗所則開發農作物早期預警及推播系統（ht tp : / /
disaster.tari.gov.tw ，或手機掃描圖3網頁QR Code），提供農友

對高接梨產生災害之先期預警通報，讓農友可提早因應防範。此

外，本場與農業試驗所共同研發導入無人飛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UAV)，影像分析之準確率達9成以上，未來可應用於高

接梨災後受損評估

及勘查，亦可估算

整體產業之生產

量，便於農政單位

掌握農情。

本場則進一步介紹高接梨栽培曆及防災技術，提供農友栽培

時參考利用；有鑒於高接梨生產以寒害、豪雨及颱風等為主要災

害，因此建議農友可導入本次說明會資訊，主動掌握天氣訊息及

彈性調整耕作方法，才能穩定高接梨生產及品質。

  教育訓練開課情形。   吳姿嫺課長（右一）指導農民使用手機
瀏覽系統頁面。

  參加教育訓練民眾個個都在拼命滑手機！

  圖1、農業氣
象觀測監測
系統（農試
所提供）。

  圖2、農業災害
情資網（農試
所提供）。

  圖3、農作物災
害 通 報 （ 僅 限
Android）（農試
所提供）。

  苗栗縣高接梨防災體系建置說明會
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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