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錶店二代蔡駿騵所開發的機械錶智

慧收藏盒，集收藏與機械手錶檢測功能

於一身，是市面上相當少見的智慧科技

應用。蔡駿騵大學畢業後，原本要返家

承接家業，但考量自身個性不適合錶店

經營，轉而投入產品研發之路。

機械錶智慧收藏盒主要針對頂級機

械錶的收藏與保養而設計，把錶放入錶

盒以後，使用者便可獲得許多保養手錶

的重要數據，如：手動力、機芯穩定度、

是否受到磁力干擾等，彷彿交給一位專

屬的錶店師傅照顧，是相當新穎且匠心

獨具的智慧科技應用。

物聯網智造基地  陪伴走過開發路
蔡駿騵打開預計量產的機械錶智慧收藏盒，黝黑外表搭配金色圓框設計，每個凹槽可

收藏一隻機械錶，冷冽的線條設計，看似與一般收藏錶盒類似，但這款機械錶智慧收藏盒

能夠檢測到機械錶的機芯狀況，幫助使用者了解手錶是否需要保養，如同有專業手錶師傅

到府檢測般精準。

「一些要價不斐的天價錶多屬於機械錶，但 90%的金字塔頂端使用者卻不知道機芯的
狀況。」蔡駿騵自己從錶店出身，發現有 90%以上使用者雖然使用機械錶，但完全不知道
手錶內的機芯情況。傳統機械錶內部都靠機芯結構驅動，只要定期保養，好好保護，有的

機械錶可以運作十幾、二十年，甚至上百年，好的機械手錶甚至可以傳家。

把手錶交給師傅保養的使用者，對自己的愛錶是否保養得宜，其實往往沒有概念。蔡

駿騵以汽車為例，「汽車有儀表板，內部零件哪裡出狀況，車子就會亮燈警示，或是里程

數到了，汽車上某些裝置會提醒需要送廠保養，但是機械手錶卻沒有這樣的提醒機制。」

蔡駿騵看見了頂級機械錶使用者的痛點及保養需求，而坊間目前也尚未出現與機械錶

相關的科技應用解決方案，因此深覺此一利基市場大有可為，決定設計出能兼顧「智慧科

技檢測」及「傳統機械錶保養」兩大功能的機械錶智慧收藏盒，滿足頂級使用者的相關需

求。

由於不是研發出身，幾乎等同於菜鳥的蔡駿騵，在開發過程中可說是跌跌撞撞，從概

念到產品雛型就歷時 3年多，花費了相當大的心力。例如在研發第一代雛型時因不諳產品
開發，只能土法煉鋼，「當時只先拿個現成木頭盒子用線鋸開，把晶片與開發板放下去，

牽一些線出來。」蔡駿騵摸著石頭過河，只能用最直覺的方式去試驗，直到第二代才開始

進行功能驗證，並在 2019年與夥伴加入物聯網智造基地，開始接受專家輔導與廠商的媒合。

封面故事：為烽科技

自從智慧手機面世，人類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變。以前人們會使用手錶來看

時間，現在則改成看手機，使用習慣異動讓傳統錶店式微。為了找到手錶產業的

新出路，錶店第二代蔡駿騵結合智慧科技與傳統錶匠檢測技術，開發出全新的IoT

創新產品――TECH&WATCH機械錶智慧收藏盒，歷經3年研發時間，終於走到群

眾募資上線，預計今年10月可望量產上市。

｜為烽科技｜ 打造愛錶人士專屬  
智慧收藏錶盒
圖片提供／為烽科技

為烽科技創辦人蔡駿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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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收藏錶盒  設計具巧思
想要讓機械錶智慧收藏盒量產，不能只靠創意，還需要許多條件上的配合，「為了能

做到量產目標，我們這時必須構思更加完整的機構造型與電子晶片應用。」蔡駿騵知道自

己的不足，在物聯網智造基地的協助及媒合下，他與基地介紹的廠商會面，最終找到 25間
優質的在地廠商，並與錶店老師傅共同研發，歷經多次硬體設計修正，邊做邊學，慢慢優

化產品的雛型，自己也獲得寶貴的開發經驗。例如收集機械錶訊號的麥克風元件就歷經替

換，裡面的模組化設計也修正過 6、7個版本，「我們不斷收斂，一直完善我們的設計，光
是內部泡棉也都要微調。」蔡駿騵說。

目前，機械錶智慧收藏盒已幾近量產階段，一盒可置入 6支手錶，收納方式揚棄過去
的小枕頭，改為收藏夾，使用起來直覺簡單。使用者把手錶放入泡棉製的收藏夾後，便可

站立成為小座鐘，也可置入收藏盒內，讓收藏盒智慧偵測手錶的機芯狀況，並能旋轉自動

上鍊，讓戴機械錶的使用者可以簡單照顧自己的愛錶。

專業陪伴  順利邁向上市之路
從 POC驗證走到 DVT，蔡駿騵的年輕團隊雖然缺乏開發經驗，但有了物聯網智造基地

的從旁協助，的確幫助團隊跨過很多難關。「我並非電子產業出身，洽詢廠商時總是擔心

不知從何找起，也怕找來的廠商良莠不齊，這時有可靠的第三方幫忙去做協商、確認的動

作，的確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

基地的加速器幫助蔡駿騵了解開發進程，提供廣泛的廠商資源，協助產品優化，並順

利進入群眾募資階段，成功催生出結合錶店師傅核心檢測技術與 IoT結合的智慧收藏錶盒，
未來將順利邁向上市之路，讓更多鐘錶藏家可以輕鬆照顧自己的愛錶。

封面故事：為烽科技

● 匠心獨具三大特點

● 七項獨特設計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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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轉型並非單指工具、產品或技術，而是一個「疊加」過程、一種具體實踐手段。

物聯網的運作可以顛覆原先的運行秩序，若能借助網路連結、組合碎片化資源，運用各種

技術與平台串接生產、消費兩端，縮短供需距離並重構雙方關係，便是決定產業重生的關

鍵時刻。

智慧轉型方興未艾

目前物聯網應用方興未艾，從工業 4.0 機械設備、醫療長照、農業、環境監測、運輸運
籌等，它帶來思維與產業模式的創新，許多一般消費者也體會到物聯網的便利與對生活品

質的提升。

以健康照護為例，隨著物聯網、穿戴式裝置、人工智慧等科技的成熟，相關應用逐漸

在健康照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將醫療照護的服務內涵更進一步個人化、自主化。隨著

病患自主的思維抬頭，加上數位科技的發展，使得病患更能取得醫療與照護相關資訊，以

病患為中心的數位醫療照護模式興起，帶動醫療照護產業的轉型。透過數位科技，智慧醫

療將院內及院外的醫療解決方案進一步整合，提升患者醫療成果、降低照護成本、擴大健

康照護的場域，並保護患者數據的隱私與安全。

同樣的概念也可以應用在農漁業、製造業等場域，尤其隨著工業 4.0、智慧製造的概念
在全球迅速發酵，製造業者無不求解方來改變現有製造模式以搶占市場先機。藉由數位與

實體的虛實整合，可以協助流程的自動化，讓企業在有限時間、資源下，更有彈性的做資

源調度，以因應智慧製造轉型的浪潮。

智造基地協助智慧轉型

物聯網智造基地鏈結國產 IC、產業需求、智造創意，促進單品產業級應用，帶動產業
全面智造轉型。自成立以來積極協助傳統產業進行智造轉型，2021年聚焦三大主題，包含
「智慧健康／照護」、「智慧製造／傳產轉型」及「智慧農漁養殖業」，並且提供領域業

者之位點實證。幫助業者結合相關場域實作團隊，解決場域需求，加速與市場接軌。

其中，「智慧健康／照護」包括長者認知、復健訓練、狀態監控、照護輔助、警示通報、

走失定位等需求；「智慧製造／傳產轉型」則包括設施監測、傳產設備智能化、設備機台

預警與維運、秤重與標籤自動化等需求；「智慧農漁養殖業」包括智慧養殖、水質數據化、

能源節電、室外傳輸、自動化餵食等需求，透過智造基地的鏈結，邀集關鍵主題領域的業

者，包括新北市私立清福養老院長期照顧中心、新北市私立美麗家園老人長期照護中心、

惠蓀林場、俊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它們各自有不同的智慧場域需求，在各界 IoT好手一
起腦力激盪下，正迎向智造轉型的無限未來，值得期待！

過去十年間，雲端運算、數據分析、數位體驗等科技，已漸漸成為各行各業創新與崛

起的關鍵驅動力。企業以此為策略進行智慧轉型，升級舊有的核心系統，打破傳統與

科技的界線，從數位環境中發現機會，將挑戰轉化為商機。

智慧轉型，
我準備好了！

圖片提供／物聯網智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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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長照中心或養老機構總是予人幽暗、空

間狹小的刻板印象，但是現代新式的長照中心大

多已經引進全新的管理思維，例如位於三峽的清

福養老院便以飯店式管理著稱，一樓設有寬敞的

迎賓大廳與中庭花園，空間採光通風明亮，大樓

內除了有醫院及復健診所外，老人平時可以到交

誼廳、電影院、理髮廳等空間活動，享受宛如五

星飯店的設施環境。

人力、防護、陪伴三大聚焦
清福養老院於 2012年成立，在營運後的第二

年便開始將照護紀錄等紙本作業 E化，數位化的
時間相當早。「當時鑑於未來要照顧的老人會越

來越多，員工數也多，所以我們把原本手寫照顧

資訊的作業資訊化。」院長陳意千表示。

清福養老院的智慧導入經驗其實相當豐富，9年來曾陸續接觸不同企業廠商，安裝與試
用各項高科技設備，例如曾接觸過日本的外骨骼機器人，配合科技大廠研發預防長輩走失

的電子圍籬與人臉辨識系統，幫助廠商開發量測心跳、血壓及血糖的穿戴式裝置等等，目

前一樓大廳不時可見防疫消毒機器人走來走去，進行消毒工作。此次透過物聯網智造基地

的媒合，清福養老院也接觸不少廠商，除了進一步了解新的 IoT科技產品之外，同時也將
場域第一線服務經驗回饋給產品研發單位，成為互惠的合作關係。

「我們養老院目前的需求鎖定三大方向，一是減輕人力負擔，然後是預防跌倒、生命

跡象偵測的安全防護，再來是長輩的陪伴。」陳意千表示目前年輕人不太願意投入長照工

作，人力已是稀有財，因此養老院多方嘗試導入智慧科技以減輕人力負擔並提升照顧品質，

不過有時受限於成本預算，或是功能無法客製化，因而無法導入成功。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健康照護  清福養老院7

清福養老院院長陳意千

位於大廳的消毒機器人

清福養老院照護員工合影

以飯店式管理著稱的清福養老院，致力擁抱智慧科技，透過物聯網智造基地「企

業出題．團隊解題」方案，以場域合作的方式，開啟不同領域廠商的應用與對話

空間，期待打造一個智慧安養的老人新天地。

清福養老院結合 IoT 創意 MVP  
打造智慧安養新天地
圖片提供／清福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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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企業出題機制的媒合，清福目前挑選維思感創的離床通知墊、沛博科技

的陪伴型機器人凱比同學，及大昌電子的 Oplate 樂齡互動認知訓練器等智慧科技解決
方案，已經陸續進入場域使用。透過離床通知墊的遠端監測，可以提醒護理人員長輩

臥離床異常狀態，即時照護並降低跌倒風險，且藉由研發團隊貼心服務，定期提供每

位長者個人化量測報告，更能清楚長輩們長期呼吸、睡眠、活動等狀況。在本次合作

中，維思感創主動發現住民奶奶呼吸狀況與平時稍有不同，提出警示後，清福照護人

員也確實發現有異，及早送醫成功避免病情惡化，確實達成科技輔助第一線照護成效。

另一方面，在照護陪伴上，逗趣的凱比機器人可以發出小孩子聲音，逗老人家開心，

語調活潑可愛，有少許肢體動作，甚至還會變臉，唱生日快樂歌為長輩們慶祝，在平

凡日常中增添更多歡樂氣氛。至於 Oplate 樂齡互動認知訓練器的玩法也很多元，可惜
使用上聲音較小，長輩常常聽不清楚，因此多半是直覺性高又易玩的遊戲，如：打地

鼠、記憶遊戲等，長輩玩起來比較容易上手，但整體來說，配合志工的引導互動，確

實對於長者在認知、記憶、反應訓練上可以有所幫助。

陳意千表示，這類型耐操耐煩的陪伴機器人對養老院有許多好處，「失智長輩通

常會有重複詢問問題的狀況，如果讓陪伴機器人來安撫長輩，不但可以隨時提供正確

解答，而且態度永遠親切有耐心，這是它最大的優點。我們還在研究機器人要怎麼搭

配情境使用，將產品功能發揮到極致，讓長輩能一直對此保持興趣。」陳意千同時建

議：「陪伴機器人最好設計得不像機器人。」市面上的陪伴機器人金屬感太重，造型

線條剛硬，缺乏親和力，陳意千提供開發方向，「或許可以仿效日本，開發出毛絨絨

的可愛動物造型，只要是毛絨絨的玩具造型，長輩一定超愛。」

你出題我解題  了解智慧科技捷徑
至於其他可能適用的產品，例如：預防跌倒通知等相關產品，清福養老院也都相

當有興趣，正在積極試用與評估當中。「對我們長照機構來說，這次物聯網智造基地

「企業出題．團隊解題」的機制，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不同領域企業，認識更多

智慧科技解決方案，也透過媒合會取得時間更長的產品試用期，對機構來說幫助很

大。」

陳意千指出，每家機構場域需求不同，一般養老院的步調節奏較慢，一項創新

IoT產品從研發到落地可能需要更多的試用時間，也相當期待能有更多廠商藉由媒合
會與機構洽談，攜手共創長照領域的智慧科技解決方案。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健康照護  美麗家園 10

為解決長照人力並提升照護效率，位於新北市的美麗家園老人長期照顧中心，

今年初透過物聯網智造基地「企業出題．團隊解題」方案，成功鏈結國內科技

產品廠商，已在各分支機構導入5項IoT產品裝置，包括跌倒偵測、浴廁時間、離

床警示、久臥提醒及呼吸、心率、體溫等生理數據感測系統，大幅提升長輩生

活品質。

讓長輩尊嚴養老

美麗家園長照中心導入
IoT 裝置
圖片提供／美麗家園長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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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我們一直希望能用資訊

解決機構問題。」出身軍旅的美麗家園

長照中心創辦人王宇文，因喜愛服務人

群，3年前創辦長照中心，希望能服務
更多長者並滿足家屬的需求，在短時間

內已成長至 4家分支機構，隨著照護者
與員工數增多，王宇文為解決照護效

率，決定化繁為簡，把工作流程簡化，

希望能藉助智慧科技來提升照護能量。

長照人力  負擔沈重
「我想這也是一種同理心，因為

沒有人能夠長時間處於高壓的工作環

境。」相當體恤員工的王宇文知道長照

人力不足、工作繁重，為解決員工壓力，

過去也曾嘗試過不少解決方案。例如他

曾針對高風險的老人在床頭安裝紅外線

感應器，老人離床時可發出警示聲，但

是試用的結果不盡理想。「這類警示器

過於陽春，該警示的時候不叫，不該叫

時又太過靈敏，產生許多困擾。」他也

曾到電子材料行購置簡單材料，製作成

約束帶來防止老人走失，土法煉鋼卻成

效不彰。

經過物聯網智造基地的媒合後，美

麗家園已經陸續導入 IoT物聯網設備，
例如採用世大智科的「WhizPad安心臥
智慧床墊」，該床墊採電池供電，不需

拉線插電，減少安全隱憂，並具備三階

段臥離床提醒，利用類神經網路機器學

習判讀長輩的動作，能精準掌握長輩從

「躺床→坐床」、「坐床→床緣」、「床

緣→離床」的移動，「這套系統能偵測

姿態的改變，正是我們迫切需要的功

能。」王宇文說。

另一套架設在長者單人房內的亞迪電子「3合 1生理數據感測系統」，搭建紅外線熱感
體溫偵測以及生理雷達呼吸心率偵測，採用無侵入式方式全自動量測長輩的體溫、呼吸、

心跳等生理數據，不用穿戴複雜裝置，無人體接觸，可避免長者的感染風險。這套設備不

架設攝影機，可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下，偵測長者生命徵兆。還有元創電子的「長者照護

智慧監控服務」，偵測長者的浴廁時間、活動時間與睡眠數據；以及識睿科技的「CarePlus
居家照護服務」，偵測跌倒及浴廁時間，以及危險警示等，萬一發生異常，可迅速通知護

理人員及家屬，是相當省時省力的裝置。

智慧科技  尊嚴養老
「只要是人都會衰老，體能的衰退是正常的，我們的理念是希望能讓長輩享有尊嚴的

退休生活，在他需要的時候提供必須的照顧。」王宇文認為台灣高齡化趨勢與日本類似，

未來老年化人口將會越來越多，長照機構的負擔也會逐漸加重，若是能導入創新的 IoT解
決方案，「無形中可以節約我們機構的成本，也可以減輕工作人員的負擔。」他相信智慧

科技的導入可降低員工流動率，真正幫助機構留才。

未來除老人安養照顧的需求外，目前政府已將公共安全納為機構評鑑的一級指標，長

照中心勢必要更加強消防與公共安全，例如室內電力檢測、逃生消防通道的檢查等等，這

部分王宇文樂見其成，「我們比政府還害怕發生公安意外。」他希望政府與廠商能協力開

發資訊化的回報方式，例如建立掃描碼等等，可以更省時省力來處理公安的稽核，也鼓勵

其他長照機構透過物聯網智造基地接觸平台業者，為深度解決機構照護找到更好的良方。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健康照護  美麗家園

「CarePlus 居家照護服務」偵測房間內部畫面（左）、「長者照護智慧監控服務」（中）及「3 合 1 生理數據感

測系統」（右），可在不侵犯隱私的情況下，偵測長者生命徵兆。

世大智科的「WhizPad 安心臥智慧床墊」

美麗家園長照中心創辦人王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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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益鋼鐵從早年鐵材行一路成長茁壯，企業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視 E化，在管理端陸續
導入 ERP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並在建置稍具規模後導入 WMS庫存管理系統，完善管理端
的各項設備。老廠成功升級後，俊益鋼鐵在材料履歷跟生產流程上更加透明，大幅提升客

戶的信心。

從 2018年起，俊益鋼鐵從原本的材料供應轉型為製造，期盼在鋼鐵材料的產品製作過
程當中進行加值服務，因此積極投入智慧製造的廠房規劃。李明學董事長特別指出，智慧

製造可將製造過程的數據加以分析，協助廠商做精準生產，創造客戶的價值，因此俊益鋼

鐵尋訪到物聯網智造基地，透過智造基地的媒合，開始接觸不同的廠商。

IoT 智能分析，找到最佳生產效率
「過去我們在還未導入智慧製造之前，都是依靠人力來抓取機台數據再進行分析，過

程相當耗時且不夠有效率。」李明學透過智造基地的協助，希望導入 IoT智慧物聯網系統，
新的系統希望能蒐集機台的人機料法、稼動率與機台效能等數據，如此就可快速計算出交

期。「這樣的好處是，客戶可以在第一時間了解製造排程與交貨日期，對訂單的進程掌握

得更準確。」透過 IoT物聯網的數據分析，俊益鋼鐵可藉此找到最佳生產模式並調整製程，
調整機器跟技術之間的協調性，增進生產效率。

在機台數據分析之外，李明學也希望能建立刀具管理的 E化系統，「刀具屬於耗材，
會直接影響到切削效率，而刀具的廠牌各異，效能不同，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建立起管理資

料庫，此舉有利於採購，也能幫助生產製程最佳化。」

理想上，李明學希望能從原料、倉庫、線上生產一路到銷售系統都能夠打造智慧製造

的流程，甚至讓客戶的生產能與俊益的材料供應相連結，「讓我們的材料剛好能滿足客戶

所需，減少製程中的浪費。」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製造  俊益鋼鐵13

俊益鋼鐵董事長李明學

早年以傳統材料供應起家，俊益鋼鐵在台灣成立超過50年，主要供應鋼線、鋼棒

及多元金屬資材，產品廣泛應用於汽機車零件、航太、機械設備、精密機械零組

件及醫療用品等。近年由於俊益鋼鐵企業版圖拓展到國內外指標大廠等供應鏈，

俊益鋼鐵從2012年開始進行企業轉型與系統優化，進行6S改善計畫，陸續優化庫

存系統，並積極升級為智慧製造大廠，希望能在相關產業中一舉搶得先機。

IoT 整合庫存管理與製程  
俊益鋼鐵追求生產最佳效率
圖片提供／俊益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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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痛點，找到最佳合作夥伴
李明學指出，「智慧製造的整合絕對是勢在必行的趨勢，尤其現在業界時興彈性

製造，少量多樣化的生產，我想扮演的角色是即時供貨的材料供應商，也就是現在講

的 Just in time。」透過雲端運算分析、物聯網、智慧裝置等整合運算，「只要能夠加
速廠內的供貨效率，我的服務範圍就能擴大，不只供應中部精密機械重鎮，北部與南

部等遠距也不是問題。」

材料庫存控管、材料物件辨識、遠端機台操控與具聯網的分裝設備，也是李明學

希望能進一步改善的需求痛點。「與智造基地合作的好處是，透過其媒合的廠商與我

們洽談過程中，都能幫我們找出需求點，我們也希望能找到合作長長久久的公司，有

智造基地的把關，我們可以更放心。」

俊益鋼鐵接下來將逐步導入智慧製造等 IoT物聯網設備與裝置，完善資料庫的建
立，並希望能協助顧客做物料的管理，讓客戶能輕鬆一鍵下單，從材料訂購、量產批

號貨號及生產日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成為客戶最佳的合作夥伴。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健康照護  美麗家園 16

IoT物聯網的智慧應用在農漁牧產業已相當成熟，利用智慧感測儀器進行監測，

就可掌握土壤與溫濕度等數據，用於改良產品或養殖成效。經營森林生態遊憩

及木業的惠蓀林場也躍躍欲試，積極導入智慧科技，希望建置遊客安全、經營

管理與栽培等系統，改善管理成效。

森林經營導入 IoT

惠蓀林場尋求智慧轉型升級
圖片提供／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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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或森林經營走向智慧科技應用是近年業界趨勢，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盧崑

宗處長指出，森林常予人自然慢活悠閒的印象，與前衛先端的智慧應用科技似乎少有

交集，但是從林場管理來說，導入 IoT物聯網來進行智慧轉型與升級，可以大幅提升
林場營運管理的效率。

林場占地廣，預警系統增加管理效率
以中興大學管理的惠蓀林場為例，惠蓀林場占地廣袤，整座林場面積廣達 7,477

公頃，境內高度差異海拔近 2,000公尺，因境內步道很多，平時除提供中興大學師生
作為實習跟試驗場域，部分區域也開放給一般遊客進行生態旅遊，因此遊客的人身安

全成為林場相當關注的課題。

「我們員工人數有限，林場範圍又那麼大，希望能夠建置部分的預警系統，萬一

遊客在遊玩時發生危險，我們能夠在第一時間知曉。」盧崑宗指出，惠蓀林場地形多

變，一側高山，一側是斷崖，遊客每每進入森林，難免會遇上一些突發狀況，例如山

坡地上異物滾落等等，若是走到偏遠地區，一但發生危險就會「叫天天不應、叫地地

不靈」，因此特別需要相關的預警系統，例如道路監控、土石流預警，或是森林火

災預警系統等等，「這類的 IoT智慧科技系統對於幅員廣大的林場管理都是必備的裝
置。」盧崑宗說。

VR 導覽解說，減輕人力負擔
另一項惠蓀林場頗感興趣的 IoT應用是 VR互動體驗導覽，「目前我們志工大概有 100

位左右，使用到相當多的人力。」盧崑宗認為導入 VR的互動體驗或是導覽解說牌，遊客到
達某個定點以後，只要連接上導覽設備，就能自動聽取周圍環境的詳細解說，「這類科技

設備可進行週遭的動植物介紹，遊客不需跟隨大團的志工導覽，一、兩個人也能悠閒成行，

走到哪裡，導覽到哪裡，以輕鬆的步調了解森林的生態。」

苗木栽培，導入自動化摘採設備
由於惠蓀林場內的業務還包括林業木材的生產，因此在森林經營管理的苗木栽培上，

希望能導入溫溼度控制的裝置。「我們目前正進行方舟計畫，保存國內的特有物種，因此

需要特別的溫濕度控制，希望能有提醒澆水，苗木不良生長蟲害預警等功能。」

盧崑宗對林業的智慧科技想像還包括林下經濟作物的栽培管理，「惠蓀林場的咖啡很

有名，希望有咖啡熟成的自動化摘採設備，此外林場種植的保健作物金櫻子刺很多，如果

有機器手臂幫忙採取，想必可幫助我們大幅節省成本，提升摘採的效率。」

盧崑宗特別指出，森林經營管理中比較頭痛的林木盜伐問題與森林火災，希望能借重

高科技監控設備來控管，「如果能夠在重要的據點設置高科技的監控系統，一有閒雜人等

進入，就可立刻示警，配合森林警察與巡守人員來注意，在乾旱季節則可監視森林火災的

發生等等。」也希望在導入智慧科技等裝置後，遊客能對森林遊憩的場域感到更安心，讓

惠蓀林場成為具備前衛科技的示範林場，為森林產業找到新出路。

智慧轉型，我準備好了！：智慧農漁養殖業   惠蓀林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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