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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之降低農藥飄散優良操作規範 

農業藥物試驗所/資材研發組 

114年3月 

引言 

為有效減少使用無人機噴灑時的漂移，需考慮幾個關鍵因素，包含場地、

環境風速、風向、飛行高度、噴頭型號及添加增效劑等等。通過執行飛行任務

時之環境監測、適當的規劃、設備選擇及落實執行，應可有效將漂移降至最

低。以下將初步建立一個指引來執行此目標： 

一、 事前規劃及準備 

1. 飛行場地評估： 

(1) 飛行場地測繪：噴灑前預先以無人機規劃噴灑區域地圖，並應標註附

近的水源區、人口密集區和鄰近敏感作物等敏感區域。 

(2) 設置噴灑緩衝區：依據選用之無人機噴幅，設立保護鄰近作物之緩衝

區，以免非目標區域受潛在飄散影響。 

2. 飛行氣候條件評估： 

(1) 風速和風向：應選在蒲福氏風級2(平均風速為3.3 m/s)以下至無風的

條件下進行無人機農噴操作，並避免在強風或降雨的情況下噴灑。 

(2) 溫度和濕度：監測噴灑時環境溫度，因溫度與濕度會影響液滴的蒸發

與大小，進而影響飄散結果。 

二、 設備選擇 

1. 無人機規格： 

(1) 農噴無人機：使用專為農噴設計的無人機，並具備 GPS、高度及速度

保持、流量設定和噴灑系統等功能。 

(2) 噴頭選擇： 選擇合適的噴頭（例如混入空氣型噴頭及較小噴霧角噴

頭等，亦可選用實心圓錐形噴頭），這些噴頭產生霧滴較大，不易飄

散。 

(3)  噴頭狀態：應注意噴頭的耗損程度，避免影響施藥均勻性。 

2. 無人機投擲噴灑設備校準： 



2 

 

(1) 流量校準： 確保無人機噴灑系統經過校準以達到正確的流量和噴灑

壓力，從而產生較穩定的霧滴大小。 

(2)  均勻灑佈： 檢查無人機噴灑分佈模式是否均勻，以避免過量或不足

的施藥。 

三、 環境監測 

1. 即時監測： 

(1) 天氣監測： 使用即時天氣監測工具(氣象站、簡易風速計或濕度計)，

監測風向、風速、氣溫及降雨等資訊，並根據當下天候條件調整現地

操作。 

(2)  氣候監測程式： 可應用現有的氣候監測 APP即時監測飛行過程中現

地的風速和風向並記錄。 

2. 數據記錄： 

(1) 飛行記錄： 保持詳細的飛行記錄，包括天氣條件、噴灑參數(飛行速

度、高度及噴頭型號等)，並應現場筆記，以便後續進行噴灑後分析

與追蹤。 

(2)  飄散評估： 噴灑後，應評估飄散潛力並對未來操作進行必要的調

整。 

四、 落實執行 

1. 飛行任務規劃： 

(1) 飛行高度和速度： 保持適當高度（通常是植冠上方2-3公尺，不超過4

公尺）和穩定的飛行速度，以確保均勻覆蓋。 

(2)  噴灑重疊和噴幅： 確認無人機噴幅，並規劃適當的噴灑重疊，以確

保無間隙或過度重疊的噴灑完全覆蓋。 

(3)  設置適當之緩衝區： 依據選用之無人機的噴幅，設立保護鄰近作物

之緩衝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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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噴灑模式： 

(1) 飛行方向： 平地，應由下風處往上風處飛行；坡地，應由下方往上

方進行噴灑以減少飄散。 

(2) 噴灑順序： 先從田區周邊噴灑，並依前述規劃之緩衝區，向田區中

間噴灑，以減少噴灑飄散至非目標區。 

(3)  飛行速度： 應維持在2.8 - 5.6 m/s之間，飛行速度應低於前述規範，

避免因飛速過快的風切造成霧滴變小的影響。 

(4)  低飄散噴灑裝置： 選用低飄散噴灑裝置，使任務執行時飄散可以降

至最低。 

五、 其他降低飄散方式培訓和持續改進 

1. 設備調整與增效劑使用： 

(1) 設備調整：如經費許可，可搭載降低飄散造成的系統，如低飄散噴灑

裝置，螺旋槳葉位置調整。 

(2) 增效劑使用：選用可增加噴灑霧滴大小的增效劑(抗飄散劑)，在調配

農藥時進行添加，或選用較不易飄散的劑型。 

(3) 飄散測試：可自行選定無人機參數後，進行飄散測試。 

(4) 減少使用具飄散風險藥劑：避免使用無人機噴灑除草劑或是容易造成

藥害的劑型。 

2. 無人機農藥代噴人員進修： 

(1) 從事施作作業後進修：空中施作農藥代噴人員，應定期參加無人機相

關課程，增進新知。 

(2) 操作技術更新：隨時追蹤無人機噴灑技術的進展，並持續提高自身施

藥效率和安全性。 

結論 

無人機操作時應符合相關法規與操作準則，通過遵循事前規劃及準備、適

當設備選擇、環境監測及落實執行等原則，並注意合適的風速、飛行高度及霧

滴大小(太小的霧滴容易造成飄散問題)，在正確的無人機噴灑操作下，應可顯

著減少飄散並提高整體施作效率。然而無人機相關技術日新月異，無人機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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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噴人員應定期參加相關課程、講習會或研討會，將進一步確保空中施作-農藥

代噴人員在應用農噴無人機在農業噴灑中的安全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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