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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跨領域人才之挖掘與數位學習路徑

• 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 團隊建立
• 管理者與同仁的角度
• 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 AI模型開發
•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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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
從本業開始 (1/4)



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
序曲 - 基因體解析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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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google.github.io/deepvariant/posts/2019-01-31-using-nucleus-and-tensorflow-for-dna-sequencing-error-correction/

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
從DeepVariant了解AI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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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00萬到2億個蛋白質結構解析
DeepMind運用AI只花了12個月

動物科技人才數位轉型 –
數位生物學靠AI技術蓬勃發展 (4/4)

https://www.deepmi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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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ing 去中心與連結 形成

• Cognifying 人工智慧服務 認知

• Flowing 免費開放資訊 流動

• Screening 螢幕世界 屏讀

• Accessing 使用權為大 使用

• Sharing 資訊互聯 共享

• Filtering 資訊洪流 過濾

• Remixing 混搭式創新 重新混合

• Interacting 即時反應 互動

• Tracking 個人化服務 追蹤

• Questioning 未來人新能力 提問

• Beginning 人機融合 開始

2017

團隊建立 --
偶然機會看見必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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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立 -- 要扮演甚麼角色？(2/2)

自我期許：成為豬產業數位化的驅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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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建立 –團隊定位 (3/3)

用農業心鍛鍊數位魂

橋接數位技術至畜牧業

降低資服業者進入門檻

以分享態度促進學研合作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 對自己團隊的期待
• 管理智慧農業計畫
• 研發新設備
• 開發AI模型
• 資料庫與資料分析
• 系統整合與應用
• APP開發
• 美工

• 核心技術
• 可掌握的農業知識
• 已有的資料是什麼
• 還需要獲得什麼資料

• 極限
• 經費：能做多少事
• 現況：新舊整合或重造
• 設備：商品化/自行開發
• 軟體：不同供應商整合
• 維護：公司倒了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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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方向為管理者最重要的課題

1 2 3

1 2 3

A 🐣 🌻 🦀

B 🍭 🐵 🥑

C 🐞 🍄 🐝

D 🥦 🍅 ⚽️

Linear （期待）

Matrix（實際）

管理者角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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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角度 (2/6)

https://www.tkbsteam.com.tw/newExam/inside?s
tr=B439E58DA9C215B1ADBA3020E8C0DF5F

補習班開立的課程規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國民中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107年)

數位技術是年輕人必備的基本知識



• 面對新世代的挑戰
• 農業知識的傳承
• 跨領域知識的重新認知
• 與原業務的碰撞

• 程式語言應用
• 管理智慧農業計畫：不用
• 研發新設備：C
• 開發AI模型：Linux, Python
• 資料庫與資料分析：網頁, Linux, PHP/MySQL, R
• 系統整合與應用：網頁, Python 
• APP開發：Android, iOS
• 美工：最後介入

• 學習目標
• 用最短時間了解 Hit and Run
• 挖掘潛在人才/聘任新人
• 管考工作進度
• 了解專案的困難度
• 看懂標案規格
• 與廠商/同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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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程式語言讓管理者更有把握

管理者角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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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美
工

研發新設備

系統整合與應用

管理者角度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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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系統整合與應用

AI模型

管理者角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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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模型

模型部署 (APP)

管理者角度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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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轉型
• 不知道如何進入
• 跨領域的新奇感
• 業務轉換的恐懼感
• 不忘農業知識領域的初衷
• 跨領域的溝通障礙
• 槓桿

• 程式語言
• 至少精通一種程式語言

• 枯燥乏味的基本功

• 觸類旁通

• 學習曲線
• 從最簡單的開始
• 以實作為基礎精通程式語言
• 資料標註最辛苦
• 團隊合作與溝通
• 成功案例提升信心
• 研發到商品之障礙
• 業師夥伴
• 分享學習成果

農業人才跨數位領域之優勢：減少溝通成本

程式語言有類似的架構

• 變數
• 運算子
• 迴圈與控制（if, while, for)
• 輸入與輸出
• 函數
• 陣列 （指標）
• 檔案輸入與輸出

不同部署環境有不同結果

同仁的角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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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愛說話到會說故事

• Becoming 去中心與連結 形成

• Cognifying 人工智慧服務 認知

• Flowing 免費開放資訊 流動

• Screening 螢幕世界 屏讀

• Accessing 使用權為大 使用

• Sharing 資訊互聯 共享

• Filtering 資訊洪流 過濾

• Remixing 混搭式創新 重新混合

• Interacting 即時反應 互動

• Tracking 個人化服務 追蹤

• Questioning 未來人新能力 提問

• Beginning 人機融合 開始

同仁的角度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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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的角度 (3/5)
教學是最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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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知識讓他們更有自信

同仁的角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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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抑制圈大小

OpenCV 影像處理

紙錠檢測影像

LINE Chatbot

辨識紙錠文字

AI 影像辨識

自動化判讀報告

影像前處理 輪廓抓取 紙錠辨識紙錠影像訓練

觸類旁通

同仁的角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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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1/6)

• 聘任非農業領域的資通訊人才

• 解決方式
(1) 耳濡目染
(2) 做原本會
(3) 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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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2/6)

• 技術卡關時該怎麼辦

• 解決方式
(1) 問題即機會
(2) 尋求外援
(3) 第二意見
(4) 閱讀
(5)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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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3/6)

• 廠商只賣硬體卻不賣安裝與服務
• 現況

(1) 設備廠商通常只賣設備
(2) 安裝與軟體串聯資服業者提供

• 解決方式
(1) 使用者需要開出標準與規格
(2) 全部包給業者 (綁定問題)

安裝製造 測通與軟體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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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4/6)

• 資服業者對農業場域不熟悉
• 範例

(1) 網路鋪設 (鼠害、訊號遞減問題)
(2) 金屬屏蔽、粉塵、潮濕、腐蝕氣體

• 解決方式
(1) 促進資服業者與農民互動 (重新混和)，讓

資服業者更具備場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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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5/6)

• 標案過度簡化導致對業者過度期待或誤會
• 範例

(1) RFID Reader廠商無提供資料取讀軟體
(2) 平台綁定與自創平台的矛盾

• 解決方式
(1) 採購規格書需明定規格，同時考量硬體與

軟體，從規格標案獲得經驗
(2) 平台綁定可以節省導入時間但失去自由度；

要自由度需自己建立平台，管理者須確認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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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問題與解決方式 (6/6)

• IoT設備平台綁定與自創平台的矛盾
• 解決方式

(1) 平台綁定可以節省導入時間但失去自由度；
要自由度需自己建立平台

(2) 研發者須確定需求
A. 被綁定➔方便但不自由
B. 被綁定+開放API+自創➔方便又自由
C. 自建➔須有開發能力



AI模型開發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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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無關

情境高度相關

樣本少 樣本多

AI擅長

AI不擅長

• 下棋
• 車牌辨識

• 產品瑕疵辨識

• 車流計算

• 人臉辨識

• 來客量預測

• 個人化行銷

• 程式交易

• 對話機器人

• 自駕車

• 個人信用風險

• 新創表現

• 經濟表現

• 颱風路徑

• 災害管理

• 戰爭預測

• 醫療診斷

• 設備故障預測

• 最佳排程預測

人工智慧擅長解決甚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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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品質比資料量重要

• 若資料沒經妥善處理，資料本身
的價值是未被開發的

• 自動化和電子化是搜集好資料的
基本條件 Garbage in, garbage out !

資訊部門 資料科學家

迷思一：資料等於價值

迷思二：與電腦和資訊有關的都是資訊部門的工作

AI模型開發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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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迷思三：資料分析就是產出報表

研究指出人類的大腦記憶廣度同時只能處理5至9件事，
且可能會忽略看似連結低，卻隱藏資訊的弱訊號

George A. Miller 《神奇的數字 7±2》

迷思四：電腦決策不可能贏過人的專業經驗

⚫ 人類訊息處理的限制

⚫ 機器可處理大量且高維度的資料

AI模型開發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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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模型開發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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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模型開發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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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上市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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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標準化
• 內容一致
• 格式一致
• 單位一致

人工標註
• 單一資深專家
• 多專家討論
• 多專家多數決

自動標註
• 電腦預訓練

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上市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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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上市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回歸 分類 分群 關聯性
推薦
系統

線性
回歸

分類樹
k-平均
演算法

先驗
演算法

協同
過濾

複回歸 KNN
階層式
分群法

分割
演算法

內容
過濾

邏輯
回歸

支援
向量機

DBSCAN
DHP

演算法

機器學習演算法 深度學習演算法

＠The asimov institute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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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驗證集：調整參數與
最佳化用

訓練集：實際訓練模型

測試集：評估最終模型

上市

Goodwin, M., et al. (202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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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分類指標：二元相關 (二元混淆矩陣和相對應驗證指標、ROC曲線、曲線
下面積) 和多元相關 (多元混淆矩陣和相對應驗證指標)

回歸指標：平均均方誤差、平均絕對誤差及平均均方對數誤差

Confusion matrix

上市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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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運算類型 說明 優點 缺點

雲端運算 由雲端數據中心
進行的 AI 處理

1. 可處理龐大數
據且資源集中

2. 網路與電力供
應穩定

3. API 串接容易

1. 傳輸速度較慢
2. 管理框架封閉

邊緣運算 伺服器安置在接
近終端設備的地
點，例如：辦公
室或基地台，使
用區域網路處理

1. 數據保留在當
地端

2. 反應即時

1. 設備需要自行
維護

2. 初期投入成本
高

終端運算 運行於終端實體
裝置，例如：感
應器、智慧手機

1. 數據保留在終
端

2. 反應即時

1. 局限於裝置本
身效能

上市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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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處理 演算設計 模型訓練 部署 上市

數據蒐集
資料標註

預置算法
設計框架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雲端運算
邊緣運算
終端運算

模型分享
應用分享
數據集分享

確認目的

釐清問題
應用模式

模型驗證

評估指標
跨場域驗證

模型分享 (軟體) 應用分享 (軟體+硬體)

(12/12)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1/13)

38

畜牧場豬隻疾病診斷平台之導入與應用 (II)
111前瞻-17.1.2-科-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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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獸醫資訊認知緊缺

畜牧獸醫與資通訊專業領
域隔閡，缺乏整合性研究
開發架構，難以解決產業
實際痛點

豬場潛在疾病感染風險

台灣地處亞熱帶濕熱環境，
多元疫病普遍存在於豬群

數位技術導入精準管理

藉由數位化生產管理與自
動化環境監控，減輕農民
人力時間成本，提升豬隻
飼養品質

科技防疫落地擴散

獸醫師遠端診斷與疾病AI
辨識之開發、驗證及擴散，
加強早期疾病控制效率

跨領域合作實證推廣

辦理VR豬隻病理解剖教學
與病理影像AI模型訓練工
作坊，示範跨領域應用

for a in b:
print (O)

豬農人口勞動力缺乏

豬場工作環境不佳，勞動
工時長且艱苦，長期以來
缺工問題嚴重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2/13)



40資料來源：110年「雲世代農業數位轉型—業界參與專案輔導管理與績效展現計畫」

豬場數位轉型程度 數位轉型需求數位轉型意願

國內畜牧業對於數位轉型意願高，並能夠暸解轉型之重要程度，其中『生產流程』為國
內畜牧業者關心之主要項目，數位轉型應優先針對飼養之環境數據及生產紀錄數位化與
平台整合著手。

36.2

31.9

14.9

10.6

2.1

4.3

無

低度

中低度

中度

中高度

高度

19.1

29.8

51.1

不願意 普通 願意

人事管理

生產流程

行銷管道研究發展

財務管理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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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場生產管理

飼養場域與豬隻動向透明化

豬隻疾病防疫

疾病防疫與生物安全智慧化

豬肉產銷串聯

育種供應與屠體評級一體化

養 運 宰 銷

畜牧業者 獸醫師、檢疫機關 屠宰業者

畜牧場RFID耳標物聯網

畜牧場環境監控物聯網
遠端豬隻疾病診斷平台

屠宰場管理與產銷串聯1

2
3

4

政府機關

應
用
情
境

對
象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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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場RFID耳標物聯網

問題分析 豬場生產管理為牧場發展的重要資訊，其紀錄與追蹤工作極為耗時且繁瑣

擬解決問題 加強豬隻動向與生產管理，了解豬隻生產醫學是否與品系相關

數位工具介入 RFID耳標、RFID感測、QR code、資料庫、互動式圖表

動向追蹤與數量管理 生產效能分析與自動化週報RFID個體識別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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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豬場巡視工作耗時費力，且豬場環境隨氣象與季節變動，影響豬隻健康

擬解決問題 透過環境監測、設備聯網控制及畜舍影像監視，使牧場管理精準化

數位工具介入 氣象站、自動控制模組、 AI物件偵測、Line 聊天機器人

畜牧場環境監控物聯網

豬隻數量與活動力AI監測畜舍環境智慧監控物聯網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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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獸醫師難以即時回應偏鄉豬場疫病，跨場域移動有疾病傳播之風險

擬解決問題 佈建獸醫遠端診斷與監控系統，協助農民豬隻解剖採樣教學、簡易病理診

斷、即時獸醫遠距醫療及病理影像紀錄，利用RFID資料庫製作牧場病歷單，

強化獸醫師遠距病例掌握

數位工具介入 RFID 感測、資料庫、遠距診斷、虛擬實境、AI影像辨識

遠端豬隻疾病診斷平台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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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AI辨識 VR獸醫病理解剖教學獸醫師遠端診斷

IP camera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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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AI辨識 VR獸醫病理解剖教學獸醫師遠端診斷

多
發
性
漿
膜
炎

5,702張

13,269張

臟
器
辨
識

肺
炎
分
類

正常 細菌性

病毒性 綜合型

肺

心
肝

胃

大腸

小腸

腎

膀胱

2,542張

正常
多發性
漿膜炎

其他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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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AI辨識 VR獸醫病理解剖教學獸醫師遠端診斷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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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AI辨識 VR獸醫病理解剖教學獸醫師遠端診斷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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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監控AI點豬

Count: +3 Count: -2

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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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開發與模型部署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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