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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廠商成果

義澤科技有限公司

本計畫開發一套黑糖外觀品質人工

智慧辨識系統，為黑糖工廠導入智

慧製造技術，透過黑糖影像數據庫

及自我學習技術，系統可自動分

類黑糖顏色及黑糖顆粒兩大品質指

標，幫助品管人員能產品外觀品質

數位化，在黑糖產業是創新的應用。

人工智慧之黑糖原

料品質影像檢測技

術開發計畫

提升台灣傳統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傳統產業多數是家族企業，公司制度與技術皆是經由上一代傳承，傳統守舊模式與新世代求新求

變的方式有極大的矛盾，更成為產業轉型的門檻，尤其對新技術陌生，對於任何投資都希望可以

先「眼見為憑」。因此義澤將技術原型開發完成，展示其效益，成功帶領客戶在數位轉型踏出第

一步。本次合作企業為黑糖製造廠「詠糧實業」，詠糧在國內黑糖市占率達 4成，年產量約 170

萬公斤，經營進入第四代，在少子化的趨勢，師傅技術斷層是當前遇到的危機。黑糖生產流程中

多是機械式設備，功能為加熱、攪拌、輸送，生產時靠師傅經驗設定時間及參數，而經驗無法量化，

導致數位化及自動化的困難。故目標是為黑糖製程建立數位化的品質標準，由 AI取代師傅為黑糖

品質分類，將每批黑糖分出四種顏色等級及四種顆粒等級，建立黑糖品質資料庫，將師傅的判斷

經驗數位化。

大數據不只是數字，黑糖的影像也可以

影像拍攝設備的建置，讓企業參與黑糖影像拍攝，經過 2個月的累積收集 8,000張影像，更邀請

了企業上下游廠商分享計畫內容，同時探討如何運用這些資料。8,000張影像由企業的師傅定義

分類，成為 AI黑糖辨識系統的學習資料庫，經過重複的演算法學習流程，AI已可以將黑糖成功分

類，並達到九成以上的準確率。在執行成果發表時，詠糧實業董事長準備了樣品測試，AI辨識系

統將樣品正確的分類為淺色及深色，董事長提到，這類的樣品是師傅無法明確分類的，以往沒有

歷史資料存檔，也無法回溯比對，AI辨識系統已成功取代師傅的目視判斷。每天生產的黑糖，在

穩定光源的設備中拍攝，完成自動辨識及影像儲存，輔助師傅做更精確產品把關，若遇到品質差

異，即可檢討該批產品的操作人員、設備、原料、參數、流程、溫溼度，找出異常因素。

讓掌握數據等於掌握技術

現今各個產業都認同「掌握數據」是企業致勝關鍵，在傳統產業推動時，企業最想知道收集數據

後如何使用、有何效益 ?透過本計畫在詠糧實業的成品站實現黑糖品質數位化效益，成功幫助詠

糧實業踏出第一步，下階段預計開發生產設備資料擷取技術，如溫度、轉速、時間等，更多的數

據收集可分析相關性，讓數據可以取代師傅的經驗，最終解決企業技術斷層的問題。成功的產業

升級需要企業認同感及投資決心，未來將協同企業聯合提案，申請大型補助計畫案，規劃全面性

的智慧製造解決方案，讓自動化及智慧化一次到位。同時，新系統的導入，應規劃整合至企業內

部既有 ERP系統，將人工智慧技術結合現有生產流程，達到更立即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