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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之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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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之研製開發，是鑑於作物栽培管理之需要，將整地、作畦、肥培管

理等一連串之單獨作業方式結合在一起，使作業中節省田間工作時間與提昇作業效率。目前

植床畦面寬度依作物特性、田間灌排水及兼顧管理之方便性而有些差異，一般範圍從 70-150

公分較為普遍，畦高從 15-25公分之範圍，整體而言 120公分以下畦面根據調查佔 73％左右，

畦溝寬度在 30公分以下的佔 51％，畦高在 20公分以內者佔 66％，在作畦器方面有單畦、雙

畦、多畦等作畦器，或可利用二組迴轉犁，利用不同深淺、轉速之調整，配合輪式作業達到

淺畦作業之目的。 

在施肥方面，撒施基肥以有機資材為主，撒施方式目前可

配合本場開發曳引機半拖曳承載之大型有機質肥料撒佈機，其

承載容積達 2.5 立方公尺，撒施中不受含水率影響或可配合綜

合型肥料撒佈機，容積有 0.7 及 1 立方公尺等供選擇，本場開

發之綜合型肥料撒佈機可兼顧化學肥料及有機質肥料之施

用，撒施重量範圍從 1,200-12,000 公斤都可有效調整，唯含水

率在 45％以下方可有效撒施。在整地方面一般而言都以曳引機

整地為主，作畦部分則配合中耕機作 1-2次開挖畦溝之作業，

如葉菜類栽培，在畦溝完成後農友再進行化學肥料施用，所以

在種種條件中，如何利用曳引機經由整地、施肥、攪拌、作畦

一貫作業之完成，將改善現有進行之分段作業方式，使園藝作

物栽培管理過程中，當可減少田間作業之時間充分節省勞力，

且在施用基肥過程中配合改良有機質肥料與化學肥料等施肥

作業機具，並依作物之需要以深淺不同施肥方式改進施肥方法，以利作物根系發展節省肥料

成本之支出，且在肥料施用之同時配合作畦，節省作業成本並疏解農村勞力不足之問題，提

昇田間機械作業效率達到一貫化作業之目的。 

曳引機承載型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之研製開發，主要構造包括整地、攪拌作業裝置及施

肥裝置與作畦開溝裝置等四部份：1.土壤整地攪拌裝置：本機主體作業裝置寬度 2 公尺，當

施肥箱配出裝置選定需要肥料量時，配合肥料落下時與土壤攪拌，使完成二全畦畦面，畦面

寬度 80公分，在中間畦面左右兩邊部分則配合開溝犁，開溝上方作業寬度 30公分、底端 20

公分、開溝作業深度 25公分，完成之畦面再經由後方之整平裝置及二組開溝犁，將畦面與畦

溝成型使完成 2.4公尺寬之作業畦面。2.前方部分可配合二組心土犁裝置，其主要功用係配合

土壤較差之排水作業環境而設計，由於土壤長期經作業機具壓實等相關因素形成犁底層，對

排水性欠佳之土壤可配合前方犁具打破其犁底層，使畦溝排水更加方便。3.完成之作畦施肥

一貫作業機，利用曳引機承載，以現今使用之迴轉犁整地裝置加以組合套裝方式改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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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迴轉犁變速傳動主軸末端加設連接一加長軸，經由鏈輪分別傳至迴轉犁及施肥箱中。

4.施肥裝置目前配合有機質肥料與化學肥料之配送攪拌裝置，並在底端設計有多組肥料配出

開口，以及利用齒條連桿、萬向接頭等相關控制之組合，且施肥箱內部亦設有中空之螺旋裝

置，使進行攪拌與配出工作，由於肥料物理性狀之不同，中空螺旋裝置之改良使有機質肥料

配出更加順暢及施肥量有效控制，同時間並可應用於化學肥料施用。在肥料配出方面，先設

計需求肥料量，打開配出控制閥肥料則由施肥箱下方自然落下進入整地裝置正前方，再經由

土壤與肥料混合作業。施肥作畦一貫作業機之研製，係利用曳引機三點聯結承載裝置加以配

合，目前完成之機型裝置，包括有基本機架、三點聯結承載及整地攪拌裝置、施肥裝置及開

溝築畦等主要裝置。 

    

作畦施肥機分別填裝有機肥料及化學肥料以

及攪拌情形 

本機在田間作畦結果，畦面寬 80 公分、畦溝
深 25 公分，其中畦面寬度依田間需要加以調
整 

一、整地攪拌裝置每片組間隔 120o分別依序裝設有三組開墾刀，左右邊各一支，每片組計六

支，在 210公分長度之整地裝置中配置有 9片組計安裝有 54支開墾刀，目前配合三組開

溝犁一次可完成二組完整畦面，畦面寬度 80公分，畦溝上寬 25-30公分，在後上方則設

有二組畦面鎮壓器。本機作業流程為當施肥機將肥料配出口打開時，肥料自然流向前下

方，經與土壤接觸後由整地迴轉裝置在迴轉過程中充分與土壤攪拌，後方開溝犁具則將

溝渠開出並配合畦面部分加以整平，完成施肥作畦一貫作業之目的。 

二、為了解肥料相關性狀，進行八種商品有機質肥料含水率及密度之試驗調查工作，配合試

驗時對肥料配出方面做比較，目前物理性狀測試結果為含水率較高者高達 46％，最低者

接近 10％，肥料含水率差距極大。含水率高低將影響肥料之流動性，在密度方面較低者

320公斤/立方公尺，較高者達 700公斤/立方公尺以上，相差有一倍之多，所以在施肥箱

容量與撒佈量方面，均應予以考量。 

三、由於有機肥之施用量與化學肥料之施用量有很大不同，目前之設計針對有機肥及化學肥

料之施用加以考量，在化學肥料之部分如以一般葉菜類之撒施，每 0.1 公頃施用量約一

包（40公斤）左右，而有機肥基肥施用至少在 200公斤以上，而且物理性狀差異大，針

對化學肥料進行控制機構與有機質肥料配出裝置加以整合，使操作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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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畦施肥裝置係針對代耕中心及專業農民進行規劃研製之一種作業機具，未來對於大面

積之作業栽培可充分節省作業時間與提升作業效率，但對於小田坵恐難避免的是二端頭

地約有二公尺之長度在作業上較無法完整掌握。 

五、本研製計畫將規劃深淺層方式配合土壤與肥料之攪拌，提供不同時期作物所需之營養，

改進現有施肥方法，及節省肥料之施用，以利根系之生長，並結合作畦之方式。目前本

作畦裝置一次可完成二全畦三畦溝，由於目前畦床之設計以可調式作考量，最大作畦寬

度可達 2公尺，在 2公尺範圍大小之畦面皆可配合製作畦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