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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國內水產養殖產業面臨人口老化及人力

斷層問題，加上傳統養殖依賴經驗法則，多

半憑靠人力觀察與巡查來掌握養殖環境之變

動，二代青農即便有意願返鄉接手，初期經

常需要投入許多時間與成本當成學習經驗的

學費。如果能夠導入資通訊科技、網際網路、

雲端運算與智能互聯概念，可針對目前傳統

養殖遭遇之問題提供相關資訊與因應對策，

促使傳統水產養殖業朝向生產自動化、管理

智能化之科技化發展，達到產能提昇、調節

及計畫性生產成效。 

本所為輔助養殖戶、青農及一般民眾容

易取得核心之養殖知識，以本所出版之水產

養殖技術手冊為知識基礎，建置水產養殖智

能專家系統，俾利使用者提出問題後可以迅

速獲得正確解答與相關資訊 (圖 1)。 

 

系統開發與建置 
 
一、選擇工具 

採用智能機器人作為系統導入之底層架

構 ， 運 用 自 然 語 言 處 理 技 術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語意分析、智慧

型搜尋引擎以及關聯性分析等人工智慧核心

技術，進行智能專家系統知識庫之開發，讓

使用者透過網頁便可輕鬆獲取相關資訊。 

 
 
 
 
 
 
 
 
 
 
 
 
 
 
 
 

 
 

圖 1  智能專家系統之建構與規劃  



 

二、資料庫建置 
將紙本技術手冊及研究報告中非結構化

資料歸建為半結構化之資料表 (圖 2)。在分

類歸納過程中，將各魚種知識點歸納區分其

大分類，再羅列出各大分類之小分類樹。以

白蝦建置為例：依生態習性、養殖環境、種

蝦、幼苗及疾病防疫分別開展其階層類別 

(圖 3)。 

三、同義詞/辭典建置 

為使機器人能針對專業領域辨識其主

題，教導機器人完整斷句或強調的詞語，建

置了水產養殖知識主題辭典資料表，此資料

表可發揮上下文之功能，如提問無主詞時，

仍能正常回答。機器人經由辭典認識詞語，

但使用者可能會有不同說法，因此為協助機

器人辨認更多句子，亦須建立同義詞資料

表。此同義詞可解讀為知識主題的暱稱或簡

稱等，如蝦類的「無節幼苗」也可稱為無節

幼蟲。目前本系統共建置 370 個同義詞及 68

個主題辭典，如圖 4。 

四、例句管理建置 

鑑於使用者對同一個問題的提問方式不

盡相同，因此在鍵入問答集的過程中，針對

每一項標準提問，建立 5－10 個例句；亦即

縱使問法不同，也能獲得解答。例如： 

標準提問：種蝦池餌料的清潔管理 

其他可能的問法： 

“種蝦池餌料剩很多怎麼處理?” 

“種蝦池的餌料如何處理?” 

“種蝦池餌料殘留問題怎麼辦?” 

“種蝦池餌料的清潔步驟。” 

“請說明種蝦的餌料去除方式?” 

“種蝦池餌料清潔會很複雜嗎?” 

“我不知道怎麼清洗種蝦池的餌料。” 

 
 
 
 
 
 
 
 
 
 
 
 
 
 
 
 
 
 
 
 
 
 
 
 

圖 2  資料庫建置流程  



 

 

 

 

 

 

 

 

 

 

 

 

 

 

 

 

 

 

 

 

 

 

 

 

 

 

 

 

圖 3  白蝦知識庫建置架構表 

 

初期測試操作 
 

本知識庫系統先以魚蝦貝各 1 種開始建置數

位化資料庫 (圖 5)，目前已完成白蝦與文蛤

資料庫之導入與測試，並由嘉義白蝦業者員

工實際使用與回饋，希望藉由數位化知識庫

的提供及簡單友善的問答互動介面，以資訊

科技的方式縮短數位落差。 



 

 

 

 

 

 

 

 

 

 

 

 

 

 

 

 
 

圖 4  白蝦知識庫同義詞及知識主題資料表 

 
 
 
 
 
 
 
 
 
 
 
 
 
 
 
 

圖 5  水產養殖智能專家系統知識庫應答介面 (白蝦/文蛤/石斑魚) 

 

結論與建議 
 

人工智慧在企業客服上的應用是近年來

備受關注之課題，企業將產品服務的制式問

答集標準化及建構數位化知識客服系統，用

虛擬客服介面提供諮詢服務，減少客服人

力，已廣泛見於金融產業等商業界，而尚無

水產養殖之專家系統。 



 

惟由於養殖產業的特殊性質，增加了專

家系統建置上的難度：(1)養殖知識難以標準

化：養殖產業涉及的領域廣泛，相關技術很

多是仰賴經驗的累積，且許多資訊並未完全

透明化，或採描述性語句說明，難以建立標

準化問答流程；(2)與其他系統相較，知識獲

取較為困難。知識獲取除了源自文獻與技術

手冊外，必須或透過諮詢、合作，汲取專家

的知識及經驗，才能取得某主題的全面資

料，而這類知識和經驗之蒐集相對困難；(3) 

運用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理、搜尋技術建

構智能專家系統，除了智能技術的開發，進

行工作量巨大的基礎性建設 (各式語意資料

表的建立) 則是另一個重要關鍵。但知識庫

的規模和質量也往往決定了客服知識庫的智

能水準。因此，在建立各物種知識庫的過程

中，需有專家針對知識庫類別與問答語句敘

述以及資料的正確與否，進行諮詢與校正。 

另外，以往專家系統內容的使用度通常

是個黑盒子，使用者的使用頻度或對知識主

題的需求難以量化或直接反應呈現。本系統

則可針對查詢之主題以文字雲呈現查詢狀況 

(圖 6)，簡單、快速的分析使用者對養殖知識

之需求。透過此系統開發，可掌握使用者對

話紀錄，透徹分析使用者對養殖知識之需

求，全面掌握專家系統被使用的頻率，以作

為研究方向之參考。 

 
註：本研究承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智慧農業-養殖漁

產業」計畫 (108 農科-13.2.8-水-A3) 經費支

持，特此表達謝意。 

 

 
 
 
 
 
 
 
 
 
 
 
 
 
 
 
 
 
 
 
 
 
 
 
 
 
 
 

圖 6  系統針對查詢主題以文字雲方式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