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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漁領航產業執行團隊

海上智能移動城堡
科技捕魚，省工節能更靈光

  智慧型魷釣LED集魚燈具在港口做實船出海作業前測試。

「現在的漁船越來越舊，年輕人都不願意

回來幫忙。如果可以把漁船變成像科技大廠一

樣，我們就不愁年輕人會往外跑，也有勇氣把

自己的小孩或者是年輕人留下來！」滿鱻漁業

公司董事林育新5年前在農委會漁業署召開的

「智慧農業」計畫盤點座談會剴切陳詞，談到

他對臺灣遠洋漁業發展的憂心與盼望，到現在

依舊字字句句篆刻在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

工程學系教授沈聖智心裡，「雖然時間有點久

了，但我還清楚記得那天他所說的話，我們的

漁民是多麼期待新科技能夠放到漁船上面，協

助他們解決現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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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那場產官學研交流對談，台灣區遠洋

魷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總幹事李唐輝、錦

輝漁業、豐國水產、滿鱻漁業、合璜漁業和高

順漁業等公司都特別提到，希望政府能夠協助

遠洋漁業開發省能省工相關技術。「我們就跟

他們討論遠洋漁業發展最迫切需要突破的點在

哪邊，朝著那個方向規劃這系列的研究。」沈

聖智深深感受到業界的焦慮，希望能夠藉著自

己在船舶機電工程領域的專長，研發相關技術

改善遠洋漁船海上作業的諸多問題，邀請雲林

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主任兼「智慧製造中心」

計畫主持人張祥傑副教授、高雄科技大學造船

及海洋工程系助理教授李子宜共組研究團隊。

智漁聯盟科技化捕魚
打造遠洋漁業新風貌

臺灣秋刀魚近3年漁獲量平均10.7萬公噸，

產值約30.6億新臺幣，占我國遠洋漁業產值

9.63%。每年7∼11月都會有90艘左右的漁船

到北太平洋公海捕撈秋刀魚，但北太平洋漁業

委員會（NPFC）自2019年執行資源養護與管

理措施，明訂公約水域總捕撈量並設定各國漁

獲量限額，等於限制漁業營收上限，如何在有

限營收下增加獲利，傳統遠洋漁業轉型勢在必

行，作業必須更省工省能。研究團隊於是率先

鎖定開發「智能LED集魚燈具」與「秋刀魚魚

體自動化選別、排整與搬運系統」，籌組智漁

聯盟技術服務團，打造遠洋漁業科技化捕魚新

風貌。

秋刀魚具有趨光性的生物特性，漁民都

是利用集魚燈把魚群吸引到船舷附近再下網捕

撈。過去使用傳統的HID（高壓氣體放電燈）

或白熾燈，因光衰導致燈具與周邊零件損耗極

快，每年返航靠岸檢修，至少要換掉二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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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魷魚秋刀魚漁業省工省能漁機具研發進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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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上每次航行平均消耗600公秉燃油，高

達27%用在集魚燈具上，每年因此消耗成本相

當於每艘422萬元，間接擠壓船東獲利空間。

近幾年我國跟日韓雖競相以高功率LED取代傳

統燈具，延長使用壽命，LED產生的高溫卻無

法有效散熱，節能效果被打折扣。沈聖智帶領

研究開發完成「智能LED集魚燈具」，利用均

溫板與風扇解決了這個頭痛問題，散熱效果比

日韓增加40%、重量減輕超過70%、成本更降

低20%以上。

「除了減少燈具油耗量，我們還在燈具控

制晶片裡面裝設溫度感測器跟時間紀錄器，記

錄每盞燈具的使用時間與使用期間的溫度，反

推並監控每盞LED的光衰比例，船公司就可依

此判斷這個燈具現在就要換，還是可以再撐一

年。」沈聖智舉例，當船長捕完魚準備從阿根

廷返航時，從智能系統可以清楚看到那些燈具

效能已經低於70%，提前通知臺灣公司備料，

等船進港就能夠馬上更換，不用再檢查每盞燈

的情況，然後再備料更換，節省時間提升船舶

靠岸補給速度與年度檢修效率。

智能魚燈傳承老船長經驗　
減碳更勝大安森林公園

經驗傳承更是研究團隊賦予「智能LED集

魚燈具」最重要的任務！沈聖智解釋：「我們

透過智能系統把船長的經驗變成數位化資訊，

經由船速變化和用電記錄資深船長在漁撈作業

過程，是在什麼時間點開燈，什麼時間點關燈

的，再對照航線圖與不同時段的漁獲量，把資

深船長捕魚模式抓出來，並記錄魚群最常出沒

位置，彙整分析漁撈作業時序作為培訓年輕船

長的教科書，讓他們知道怎麼控制航速和微焦

調集魚燈亮度吸引魚群。」相較於其他國家，

我國透過「智能LED集魚燈」開發的獨家技

術，除了獲得3項發明專利，也技轉給中信造

船、台達電子和利得全等公司，發展成為MIT

集魚燈具產業聚落，我國秋刀魚遠洋漁船已有

90%改裝「智能LED集魚燈」，實測結果作業

期間油耗節省14∼25%，每艘每年節省240∼

320萬元。

擁有遠洋船隊的中信造船，同時經營魷魚

與秋刀魚漁業，看到「智能LED集魚燈」在秋

刀魚捕撈確實發揮功效，進一步與研究團隊合

作研發「魷釣與秋刀魚雙用智能LED燈具」，

徹底改善秋刀魚與魷魚產季交替期間，燈具維

修與替換整備耗時耗工且所費不貲的困擾。

經過2年研發並實船測試，在燈具晶片內建白

  秋刀魚漁業集魚燈具控制系統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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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與綠光，並搭配轉換板將白光轉換為紅光，

順利獲得船隊船長與漁撈長肯定，成功在同一

燈具同時納入綠光（魷釣）、白光（魷釣與秋

刀魚）、紅光（秋刀魚）三色，減少漁季交替

時，整備漁船耗費的時間與人力成本。

但秋刀魚跟魷魚的趨光性與棲息水深等生

物特性迥異，許多專經營魷釣漁業的船東對雙

用燈具效率存疑，擔心省了油料卻失漁獲量，

因而保持觀望態度。為滿足漁民需求，沈聖智

邀請海洋生物博物館特聘講座教授嚴宏洋合

作開發魷釣專用燈具，就魷魚和烏賊等頭足類

的視覺神經特性，模擬傳統魷釣HID燈具光形

成功研發出白綠雙色LED燈，不但簡化製造工

序，重量減輕，整體成本降低30%，更兼具節

能省電與保持恆溫優點。耗油經過實船測試，

一艘船一趟次作業期間可節省150公秉油耗，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產業溫室氣體資訊中

心」二氧化碳排放換算，相當於減少405公噸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一座大安森林公園每

年約389噸的碳吸收量）。（詳參考資料1）

魷釣LED集魚燈具仍屬未開發的藍海市

場，台達集團看好全球商機，持續開發創新節

能產品，除了技轉「智能LED集魚燈」專利，

也攜手研究團隊向農委會申請業界科專計畫，

合作研發「1200瓦智能魷釣LED集魚燈」。沈

聖智指出：「我們做出來的更節省能源、效率

又更高。相信再過1、2年整個效能爆發，就會

像秋刀魚一樣，在極短時間內全面取代傳統燈

具，快步邁向魚撈作業科技化。」

海上作業邁向自動化一條龍　
遠洋漁業媲美科技產業

然而透過智能LED集魚燈在汪洋大海誘惑

魚群自投羅網，還是無法讓遠洋漁業擺脫勞力

密集的產業形象。張祥傑以秋刀魚為例，漁船

利用集魚燈把秋刀魚吸引到船舷後，隨即下網

捕撈並用吸魚機從海裡把秋刀魚吸到甲板，漁

工就七手八腳做分級，再排整裝箱送到冷凍

庫。作業空間25∼30坪扣除機具占位，僅剩6

坪通常要擠進20∼30位漁工。秋刀魚目前幾乎

都靠人工分級跟裝箱，日本雖有自動化機器，

但因漁場在日本東北外海的北太平洋，在日本

屬於近海漁業，他們都是把漁貨載回漁港在岸

上作業；對臺灣卻是遠洋漁業，必須在海上完

找到魚群

找魚
集魚

帶魚

起網

找到魚群

找到魚群
集魚

帶魚

起網

燈具全部開啟

依序關閉燈具 依序關閉燈具

燈具全部開啟

紅線電力變化
綠線航速變化

魚群不足，放棄換位子

  作業數據分析漁撈作業時序圖。在電力供應尖峰時段（紅線），航速明顯減緩（綠線），顯示漁船已開啟集魚
燈吸引魚群並下網捕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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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級裝箱並急速冷凍，但日本開發的分級排

整機多為陸地使用機型，普及率不高、也不適

合海上作業。

張祥傑跟李子宜於是決定為臺灣秋刀魚

業量身打造海上作業專用的「秋刀魚自動化選

別、排整與裝箱輔助系統」。自動化選別系

統採取漸開式篩選，滾輪間隙由前到後逐漸加

寬，體型較小的秋刀魚從前端滾落分類槽，越

大的越後滾落。魚體經過大小選別分類，再依

序導進排整與裝箱輔助系統，透過攝影機辨識

秋刀魚的頭尾，採同層頭尾對齊同向排列，上

下層頭尾互調排列，經由滑道將同方向的秋刀

魚輸送裝箱區，由漁工進行裝箱作業。分級選

別機具經過海上測試，不但更有效率而且精

確，每小時處理5噸秋刀魚，體長誤差從2.8公

分縮減到1.8公分，體寬誤差則從0.4公分減到

0.3公分；排整系統僅完成實驗室測試，每秒判

別1尾，每小時處理0.5噸秋刀魚，準確率高達

99%以上。

秋刀魚業整艘船通常配置50位漁工，幾乎

有30∼35位漁工都在處理分級跟排整裝箱的事

  秋刀魚自動化選別及排整系
統，有助解決漁業缺工。

  秋刀魚排整與裝箱輔助系統在船艙安裝作業情況。

  秋刀魚漁船為加快漁獲處理速度，20～30位漁工就
擠在不到6坪的空間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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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秋刀魚自動化選別、排整與裝箱輔助系

統」在開發初期便有配合之漁船協助設計，協

助研究團隊充分利用船上有限空間，提高漁貨

處理產能與速度。自動分級選別已在海上運作2

年，經過去年和今年漁季實作測試，已有漁船

因此縮減5位漁工。張祥傑希望排整系統也能很

快運用在海上作業，整個系統全部上線，至少

能節省15位漁工，自動化程度越高就能夠減少

更多漁工，節省人力成本的同時，也能夠提升船

上漁工的生活品質，並減輕船長管理的壓力。

「全自動化是我們跟漁民的共同願景，

不過不可能完全做到無人化操作，因為船上的

輪機設備和漁撈設備維護，還是有基本人力需

求；就像台積電總是要有設備工程師和廠務工

程師，才能維持24小時運作。我們評估自動

化設備投資大概2個漁季就能回本，對船東的

效益非常高。」傾耳細聽張祥傑闡述研究團隊

逐步把新科技和新概念拓展到整個產業的願景

之後，漁業署專門委員胡其湘語氣堅定的說：

「我們就是要讓捕魚很科技化，讓年輕人覺得

從事漁業也很高科技，不要讓年輕世代都跑到

新竹去搞半導體！」

最重要的是，研究團隊透過智慧農業跨世

代快速傳承經驗，更落實聯合國SDGs「促進

具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與推動創新」與「確保

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永續發展目標，透過

科技捕魚達到節省能源，減少排放二氧化碳，保

護並永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永續發展。

參考資料
1. 依經濟部能源局2019年9月26日向行政院報

告《109年太陽光電6.5GW達標計畫》之簡

報資料，附註說明「1座大安森林公園每年

的碳吸收量389噸」計算。

  秋刀魚自動化選別系統海上實際作業情況。

本文之相關內容首刊於2022年豐年月刊第4期72卷
https://www.agriharvest.tw/archives/8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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