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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楊道全、黃振文、林慧玲。2023。植物保護處方資訊系統架構

之建立。植物醫學65(3): 93-102。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協助農民進行快速診斷作物病蟲害，

進而找到正確的防治處方。透過處方開立系統的分類框架，可

直覺且快速建立某作物之某病蟲害的處方。當農民難以描述病

徵時，可利用診斷輔助系統與其他農民討論病徵，診斷出正確

病害名稱。在研究過程中我們選取甘藍病害作為診斷案例分

析，以展示資訊系統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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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農藥公害對人類與環境影響甚鉅，但人類為提高農作產

量，農藥使用量仍然持續成長。在農地有限的情況下，增加單

位面積的作物產量是勢在必行的趨勢，因而提高農藥用量也隨

著無可避免。面對這種農藥用量的成長趨勢，政府一直致力於

處理農藥的公害問題。

仔細觀察農藥流程中農民與農藥販售業間的互動後，發現

農民在購買農藥的當下，已開始決定農藥公害發生的嚴重程

度。簡言之，農民購買農藥的多寡決定農藥公害的嚴重度。因

此，減少農民對農藥的購買量，是降低農藥公害的先決要件。

而農民購買農藥的決策，正是處理農民之農藥購買量必須關心

的問題所在。

農民購買農藥的決策，取決於該農藥是否有效以及販賣人

員是否專業。葉氏(11)在『嘉義縣農民對農藥購買行為之研究』

結論中，提到：「農民在產品屬性部分重視『農藥的效用』、

『是否為合法藥品』及『販賣人員是否專業』三個項目。」由

此可知：如何在農民心中取得權威形象並提供有效的農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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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農民購買農藥的決策根源所在。如何協助農藥從業人員與

農民溝通取得信任，並能夠提供農民有效解決病蟲害的農藥，

是本研究積極想要解決的課題。

本研究旨在建構一套植物保護的處方資訊系統，其目的包

含以下幾點： 

1. 研究植物保護處方箋的內容：本文希望透過研究其他領域的

做法，初步建立植物保護可使用的處方箋。

2. 研究植物保護診斷輔助的方法：分析各類植物保護診斷的方

法，歸納並萃取出適合本研究之診斷輔助方法。

3. 建構植物保護整合性資訊系統平台：建構本系統之基礎平

台，作為整合各類植物保護資訊系統。

4. 建立處方開立資訊系統：用以協助農藥從業人員開立植物保

護處方。

5. 建立診斷輔助資訊系統：用以協助農藥從業人員與農民診斷

病蟲害。

資訊系統架構規劃
仿照人類疾病的處方藥必須經由醫師診斷後開立處方箋，

經藥師確認後才能交給病人(16)，其中『處方』和『診斷』是本

研究的兩大探討主題。針對植物保護處方和診斷輔助方法兩大

要項的文獻探討如后。

植物保護處方

民國 107 年 05 月 23 日公布之農藥管理法(3)第 29 條第九

款規定：農藥販賣業者應「開具載明農藥之名稱、數量與其使

用範圍、購買者及販賣業者資訊之販售證明予購買者。」此法

為規定農藥販賣業者須開立農藥購買證明，而非處方。即便如

此，吾人仍可研究其他領域的處方相關規定，分析其間的差異

與優劣點，選擇有效部分導入植物保護處方。



見蟲害檢索出來，簡短有效。林慶元氏等(7)於『主要水稻病害

檢索表』中列舉六頁檢索資料，內容除病徵與病兆外，發病部

位、時期或氣候等，都列在檢索表內，使用這套檢索表可以清

楚鑑定出水稻病蟲害的病因。然而，書面檢索表在搜尋上比較

費事，電腦輔助資訊系統的引入有其必要性。

利用電腦協助病蟲害檢索表診斷的應用可透過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來處理。專家系統是一種電腦程式系統，裡

面存放某領域專家提供的知識規則；使用者經由電腦人機介面

對專家系統提出問題，專家系統則根據內部知識規則提供問

題解答(5)。圖一顯示最簡單的專家系統包含三個部分：人機介

面、推理引擎和知識庫。檢索表可提供推理引擎的運作機制，

檢索表的內容則是知識庫的資料來源。然而，檢索表診斷方式

以文字或口語方式問診，容易造成農民在認知溝通上的混淆。

以眼睛直覺方式與農民溝通病徵是比較不容易失敗的方式。

使用病徵圖片來輔助診斷是最直接且直覺的方式。對於未

經過專業病蟲害診斷訓練的人員來說，使用圖片辨識病徵的方

式為最直接的診斷輔助手段。市售病蟲害防治書籍常以圖片配

上文字說明，用以輔助病徵的判斷。孫守恭氏(8)以圖片搭配病

徵文字，解說果樹病害的認識與防治。高橋孝文氏(9)更是將防

治對策、藥品對策和發病時期等說明搭配在圖片旁。使用者比

對植株病徵和圖鑑上圖案，即可找出病因。然而，紙本圖鑑翻

閱較費時費力。如果能把圖鑑電子化，並藉由電腦查閱，可節

省時間且用起來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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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1 年 06 月 22 日公布之醫師法(13)第 13 條規定：

「醫師處方時，應於處方箋載明下列事項，並簽名或蓋章：

一、醫師姓名，

二、病人姓名、年齡、藥名、劑量、數量、用法及處方年、

月、日。」 

這條規定較為簡化，除比農藥管理法(3)多了『用法』項目

外，其他方面極為類似。但農藥管理法規定的是購藥證明，與

處方不可同日而語。 

民國 109 年 01 月 15 日公布之藥師法(14)第 16 條規定：

「藥師受理處方，應注意處方上年、月、日、病人姓名、性

別、年齡、藥名、劑量、用法、醫師署名或蓋章等項；如有可

疑之點，應詢明原處方醫師確認後方得調劑。」這條規定的目

的主要是在覆核醫師處方的正確性，因此內容幾乎與醫師法第 

13 條與相同。

民國 110 年 06 月 16 日公布之獸醫師法(12)第 12 條規定：「

1. 執業之獸醫師施行診斷、治療或檢驗時，應將診斷、治療或

檢驗事項分別記入診療紀錄或檢驗紀錄。

2. 前項診療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飼主之姓名及地址。

二、動物之種類名稱、體重。

三、各次之診療日期、發病情形、診斷結果及預防、用藥與

治療情形。

四、使用管制藥品者，其藥品品名、藥量及用法。」 

獸醫師法第 12 條規定的處方內容比醫師法第 13 條規定更

豐富，尤其重要的是多了『發病情形』和『診斷結果及預防』

兩項。這兩項就很清楚提到處方所開的藥是為了解決何種病因

而來的。『發病情形』代表病情嚴重程度，這項影響處方用藥

量的多寡。『診斷結果及預防』代表獸醫師根據何種病因開立

處方，有時為了注射預防針，則可用預防的原因開立處方，非

常合理的設計。

中央健保局的『全民健康保險門診交付處方箋』(15)，裡面

明確的指明需填寫『傷病名稱及主要症候』、『藥品名稱及規

格 (劑型、劑量) 』、『用量及用法』，作為醫師處方用藥的

依據。

綜合以上內容，可整理成表一處方記錄內容對照表。表中

整理各項處方相關法規訂定的處方內容，內容為各主要項目的

有無對照資料。這份資料可作為後續設計植物保護處方的參考

之用。

診斷輔助方法

輔助診斷作業常用的方法之一為檢索表（identif ication 

key）。利用病徵檢索表診斷病蟲害時，可對照該病蟲害病徵

的形態特性，按照檢索表的順序逐一比對，選出符合特性的結

果，最後可得出病蟲害的正確診斷。李昱輝氏(4)製作一套『蟲

害診斷檢索表』，該檢索表只需三層檢索即可將台灣 18 種常
圖一、專家系統架構。

Fig. 1. Expert system framework.

表一、不同處方內容對照表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prescription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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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檢局出版的植物保護圖鑑系列

電子書(2)，以PDF格式呈現，共計多達18個系列，包含高梁、

落花生、茶樹、百合、洋蘭、菊花、水稻、柑橘、檬果、葡

萄、海芋、洋桔梗、蓮霧、番石榴、荔枝、梨樹、香蕉、甜瓜

等，為以作物種類為主體的綜合性圖鑑。這種電子書的優點是

攜帶方便，一台筆電或平板電腦就可攜帶大量資料。然而，查

詢資料仍類似紙本圖鑑的方式，須一頁一頁翻閱查看。如果能

設計一套整合性系統，將這些資料予以整合，或許能提供更便

利的查詢體驗。

呂椿棠氏(6)等人開發一套『水稻病蟲害資訊系統』，該系

統是以植物保護圖鑑系列8-水稻(1)的內容為藍圖開發而成。該

系統兼具線上診斷及防治知識查詢，其中診斷部分就是透過病

徵診斷規則表建立而成。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這系統混合圖形影

像和文字說明的檢索系統，病徵部分檢索使用圖片，其他部分

則採用文字檢索。因此本系統不但有檢索表的理則推論性，同

時也兼顧圖形診斷的直覺方便性。

本研究的定位在與農民的診斷溝通上，尤其是在無病株實

體時，如何輔助與農民的互動診斷。考量農民接受過的病蟲害

專業訓練有限，以直覺簡單的方式來幫助兩方溝通是本研究考

量的重點。

資訊系統架構設計
本研究之系統整體架構如圖二所示。基本上概分為兩大部

分，第一部分是系統平台，第二部分是資訊系統。

本系統平台又可稱之為『作物病因系統』，套用在田間

實務上的做法是：「當田間某作物發生某病因時，該如何處

理？」實務上面對農民時，都是在處理這些問題，例如農民

問：「稻仔臭腳銅，用什麼藥卡好？」這裡的稻仔就是作物，

紋枯病俗稱臭腳銅，就是病因。作物加病因是解決農民問題的

基本結構，在資訊系統裡稱之為『系統平台』。

『資訊系統』是植基於系統平台上發展出來的系統程式，

在農田實務上的做法是：「當農田某作物發生某病因時，我們

可以利用資訊系統做哪些事。」 本研究提出處方開立系統和

診斷輔助系統作為研究主軸。

作物病因系統

作物病因系統就是結合作物子系統和病因子系統，而這兩

子系統有依賴關係，操作順序上應先選擇作物，次為選擇病

因，如圖三所示。不同的作物會有各自不同的病因，由於病原

的選擇性和寄主的抗性，使得病因不能單獨存在於作物之外。

在系統設計上病因依賴於作物，病因內容因作物而改變，故在

使用選擇上須先選擇作物，再選擇病因。

然而，作物種類很多，無論在作物的種類分辨或電腦操作

的方便性，都應再加以分類，以方便歸類或使用。考量電腦操

作的方便性及使用的複雜度，本研究將作物病因系統劃分為三

層，依順序分別為作物相、作物及病因等三層。此三層架構如

圖四所示。 

在電腦操作上也是先選擇作物相，再選擇作物，後再選擇

病因種類，最後選擇病因。如圖四實例所顯示的點選方向，依

次為：蔬菜　甘藍　黑腐病，操作出來的選項是：甘藍黑腐病

（圖五）。

圖二、系統架構。

Fig. 2. System architecture.

圖三、作物病因系統。

Fig. 3. Crop disease causal ag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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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開立系統

根據文獻回顧整理的表一處方內容對照表，本研究訂定的

處方內容如下： 

1. 日期：處方開立當天日期； 

2. 開立者姓名：開立處方者的姓名； 

3. 農民姓名：購買農藥的農民姓名； 

4. 藥名：處方藥名； 

5. 數量：藥品數量； 

6. 使用說明：藥品的使用方法； 

7. 處方清單：當日購買的所有藥品清單； 

8. 診斷結果及預防：基於診斷結果或預防效果而開出的處方

事由。

處方開立流程如圖六，其主要流程簡述如下：

1. 使用者從畫面選取作物相；

2. 系統依據所選作物相，自作物資料表選取該作物相所有作

物，載入畫面；

3. 使用者從畫面選取作物；

4. 系統依據所選作物，自病因資料表選取該作物所有病因，

載入畫面；

5. 使用者從畫面選取病因；

6. 系統依據所選病因，自藥劑資料表選取該病因所有藥劑，

載入畫面；

7. 使用者從畫面選取藥劑；

8. 系統依據所選藥劑，顯示在處方欄位；

9. 使用者按確定；

10. 系統想所選處方存回處方資料表。

診斷輔助系統

本研究著眼於在農民口述病徵情況下進行病蟲害診斷。口

述病徵在語言上容易產生誤導，在沒有病株實體時，圖片指認

成為較佳的溝通工具。診斷輔助系統的作業內容為把某作物病

因的病徵圖片陳列出來，供使用者流覽討論。同一作物的其他

病徵也同時列在旁邊，讓使用者參考比對。如圖五所示，使用

者原本查詢甘藍黑腐病的病徵圖片(10)，系統除了顯示該病的病

徵圖片外，同時也列出其他病徵圖片，如：甘藍黑斑病和甘藍

黃葉病。使用者觀看甘藍黑腐病的同時，也看到甘藍黃葉病的

病徵，此時若覺得兩病徵有類似情形，可以進一步查詢相關資

料。

診斷輔助流程如圖七，其主要流程簡述如下：

1. 使用者按下診斷按鈕；

2. 系統自圖片庫載入該作物的相關病因圖片；

3. 使用者按下病因圖片；

4. 系統依據該病因圖片，自病因資料表載入病因顯示在畫面

上；

圖五、甘藍病徵圖片陳列。

Fig. 5. Picture display of cabbage disease symptoms.

圖四、作物病因的三層架構。

Fig. 4. Three-tier architecture of crops an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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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依據該病因，自藥劑資料表選取該病因所有藥劑，載

入畫面；

6. 使用者從畫面選取藥劑；

7. 系統依據所選藥劑，顯示在處方欄位；

8. 使用者按確定；

9. 系統想所選處方存回處方資料表。

本流程之6至9步驟與處方開立流程之7至10步驟相同。診

斷輔助流程的目的在於輔助查明病因，確認病因後即可選擇藥

劑，開立處方。因此，在第3步驟時，操作者會與農民反覆討

論以確認病因圖片。系統提供圖片放大功能，讓農民更仔細確

認病徵。確認病因圖片後，即進入選擇藥劑流程。

當使用者確定某病因圖片之後，系統會自動將新病因傳回

主畫面，並修正原先設定的作物病因。例如：前述的狀況，使

用者原本設定作物病因為甘藍黑腐病，但經病徵圖片的比對之

後，使用者更正為甘藍黃葉病。於是，系統在主畫面自動將作

物病因更正設定為甘藍黃葉病。

資訊系統展示

系統整體畫面如圖八所示，大致可分為四大部分： 

(A) 基本資料：包括日期、農民姓名及處方開立者姓名。

(B) 作物病因：包括作物相、作物及病因

(C) 處方開立：根據作物病害系統選出的病害，可開立使用藥

物的資料。

(D) 處方資訊：包括最下方的『處方清單』和『診斷及預防』

兩大資訊欄。

此外，右上角有一『診斷』按鍵，按下此按鍵可打開『診

斷輔助系統』，對作物病害進行輔助診斷服務。『診斷』按鍵

旁有一『參考』按鍵，按下此按鍵則可查詢相關參考資料。

開立處方系統

處方開立系統的操作分下列三項說明；

1. 選取作物相、作物和病因

如圖九所示，作物相、作物和病因等三項採用ComboBox下

拉式選單作為選取方式，這樣做的好處可兼顧畫面簡潔和多項

目選取。此三項有依賴關係，即後項的內容會以前項的選取為

圖六、開立處方流程。

Fig. 6. Prescribing process.

圖七、輔助的診斷流程。

Fig. 7. Auxiliary diagnos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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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列出相應清單。例如：作物為甘藍時，系統會自動將甘藍

的病因匯入病因項目裡面，使用者可輕鬆點選。

2. 新增處方藥劑

如圖十所示，使用者在處方開立的方塊內按『＋』按鍵，

會彈出一新的對話畫面。此對話畫面包含一系列農藥清單，這

清單列出關於某作物病因的所有推薦用藥項目，而清單內推薦

藥劑內容來自植物保護手冊。此藥劑清單內容包含：藥名、規

格、單位及使用說明等資訊。

使用者可在農藥清單畫面選取某一推薦藥劑，按下方的

『確定』按鍵後，系統會關閉農藥清單子系統畫面，並且自動

將使用者選取的藥劑回傳至原主畫面顯示出來，如圖十一所

示。在『處方開立』區塊內顯示的藥劑內容，為轉錄自前述農

藥清單子系統畫面的選取項目。此處留有一個欄位無資料，即

『數量』一欄，預留給處方開立者填寫。

3. 建立作物病因處方

處方開立者填入數量，按『確定』，即可產生第一筆處

方。

如圖十二所示，處方開立者在第一筆資料的數量欄位內填

入數量資料，再按『處方開立』區塊內右上方的『確定』按

鍵，即可產生一筆處方。 

如圖十三所示，處方開立者按下『確定』按鍵後，系統將

『處方開立』區塊內的藥劑資料記錄在『處方清單』區塊，而

將『作物病因系統』選取的作物病因內容記錄在『診斷及預

防』區塊內。至此完成一筆處方的開立。

診斷輔助系統

圖八、系統整體畫面。

Fig. 8. Overall screen of the system.

圖九、選取作物相、作物及病因名稱。

Fig. 9. Select crop flora, crop and disease names.

圖十、開立處方之新增藥劑。

Fig. 10. Add new pesticide name in the prescribe for control of the disease.

圖十一、開立處方內容顯示。

Fig. 11. Display the content of the pesticide name which is pr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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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的診斷輔助模式是以病徵圖片瀏覽的方式進

行。使用者選定某作物後，系統將該作物的所有病徵圖片陳列

出來讓使用者瀏覽辨識。使用者可和農民一起討論病徵間的差

別，選定正確的病徵。

在植物保護資訊系統中按『診斷』按鍵，即進入『診斷輔

助系統』的畫面，如圖十四所示，本系統可分為三部分： 

1. 畫面最上方是與作物病因系統相同的三個下拉式選單，使

用者可根據選單內容點選想檢視的作物病因； 

2. 中央部分是標籤面板，包含：葉、莖、根、花及果實等五

種植物器官，不同面板顯示不同器官的病徵圖；

3. 最下方為『確定』和『取消』兩個按鍵，按『確定』時系

統會將選定的病因傳回主畫面，按『取消』時，系統無動

作並關閉診斷輔助系統畫面。

使用滑鼠快速點兩下某一病徵圖，系統會彈出該病徵放大

圖的新視窗，讓使用者以更清楚的方式辨識病徵。如圖十五所

示。為方便瀏覽起見，病徵圖片的陳列以小圖方式展示。但小

圖片在病徵瀏覽上常會有看不清的情形。因此，放大檢視病徵

圖是必要的。

整體系統操作步驟：

1. 在主畫面中按『診斷』按鍵，進入『診斷輔助系統』；

2. 選擇檢視的植物器官標籤，例如：葉；

3. 用滑鼠選定符合的病徵圖片；

4. 按『確定』後，『診斷輔助系統』畫面會關閉，而已選定

的病徵資訊會自動回傳至主畫面上，顯示在『作物病因系

統』上。

圖十二、 開立者填入藥品數量，按『確定』，產生一筆處方。

Fig. 12. The user inputs number, press “submit” to create a prescription.

圖十三、系統將第一筆處方內容記錄在處方清單區塊。

Fig. 13. The first prescription will be showed in the list area.

圖十四、診斷輔助系統。

Fig. 14. Diagnosis auxiliary system.

圖十五、在螢幕呈現放大的病徵。

Fig. 15. Enlarge disease symptom showed in the 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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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本研究建立一套植物保護的整合系統，目的在對作物病蟲

害進行合理且正確的施藥。首先提出系統平台『作物病因系

統』，作為後續子系統的整合平台。接著在此平台建立『處方

開立系統』，根據植物保護手冊的內容以合理且快速的方式開

立處方。此外，處方的開立須對症下藥，另提出『診斷輔助系

統』，用以協助作物病因的診斷，提供處方開立的基礎。

作物病因系統的特色是：建立系統整合平台，提供各種應

用程式的溝通。本研究先以此平台建立處方開立系統，後續研

發診斷輔助系統，在此平台上將診斷結果匯入處方開立系統開

立處方。未來可在此平台上建立其他系統，例如整合代耕組

織，協助農村人口老化困境做更進一步的人力物力整合。

處方開立系統的特色是：以簡潔快速的方式建立處方。本

系統基於框架設計的選取方式，先選取作物，接著選取病因，

再根據病因給予藥劑。此種逐層簡化搜尋的方式，可讓使用者

以先作物後病因直覺方式找到所需處方。本系統未來可朝抗藥

性管理發展。抗藥性管理是在時間序列上進行藥劑管制，以處

方開立的歷史資料為基礎，對即將選取的藥劑做抗藥性警示。

診斷輔助系統的特色是：以病徵陳列的方式與農民進行直

覺式的診斷。農民農忙之餘常空手問診，在無病株可供診斷情

況下，本系統提供病徵圖片當成與農民討論的研究對象。這種

方式的優點是無須農民思考，只要很直覺指認出病徵即可。此

外，為了防止農民混淆，本系統將各種病徵一併陳列，讓農民

能更明確地提供診斷結果。

病徵圖片電腦判讀診斷是未來發展方向。農民用手機拍張

病徵照片，透過電腦影像判讀系統的輸出獲得建議的診斷結

果。電腦判讀的方式有兩種：一是以影像處理方式萃取病徵影

像的特徵值進行影像辨識，二是以人工智慧方式訓練大量病徵

圖片獲取辨識結果。然而，此二種方式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花費時間較長。因應之道有二：一是在未研發出來之前，

暫時以圖片陳列方式輔助診斷；二是從耕作較多的作物先進行

電腦判讀研究，慢慢累積研發成果。

許多農業資訊系統常以農場經營為主軸的資訊整合系統。

此類系統在於追求農產品產出極大化或生產記錄電腦化為重

點，植物保護在此類系統內的應用如一套農藥說明資訊系統，

農民只能當成查詢農藥之用。本研究以植物保護為導向而建立

此『作物病因系統』整合平台，進一步發展『處方開立系統』

和『診斷輔助系統』等兩套子系統，用以針對農業生產過程中

進行植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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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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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Plant Protection Prescription Inform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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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assist farmers to quickly diagnose 

crop diseases, and then find the correct prescription for controlling 

the disease. Through classifying framework of the prescription 

writing system, the prescription for a certain disease control of 

a certain crop could be found intuitively and quickly. When it is 

difficult for a farmer to describe the symptoms of the disease, he can 

use the Diagnosis Auxiliary  System to discuss the symptoms with 

the other farmers and diagnose the correct disease name. In the study 

we diagnosed cabbage diseases through the system as a case example 

to show the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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