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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林毓雯雒張庚鵬 農業試驗所 王鐘和 國鑲屏東科技大學合理化施肥

有機質肥料之合理化施用

質、增加收益、減少環境汙染的目

的。

有機質肥料的分解

有機質肥料中含有的作物所需

養分主要是以有機型態存在眴但作

物根系可吸收的養分乃以無機型

態為主眴所以有機質肥料

施用到土壤中必須先

經過微生物分解釋

放出其中的無機

養 分 才 能 供 給

作 物 吸 收 利

用。此外眴由

於作物生育所

需 養 分 中 眴

氮 、 磷 、 鉀 等

肥料三要素是需

要量大但外界環境

最 不 容 易 充 分 供 應

者眴因此有機質肥料的肥

效往往決定於氮、磷、鉀等元素釋

出量及釋出速度。

有機質肥料的分解主要受環境因

子及其組成分兩個因素影響。一般來

說眴在自然環境中眴溫度越高、水分

充足、通氣及酸鹼值適宜眴則有機質

肥料分解快。另外眴有機質肥料組成

分中則以全氮含量及碳氮比 (即全碳

含量除以全氮含量 )  影響分解最大眴

一般全氮含量越高、碳氮比越低者分

解越快。

有機質肥料具有體積澎鬆、富含

有機質及作物所需養分元素的特性，

在部分物理性特殊的土壤 (如砂質土

或黏土 )，施用可適度改善土壤物理

性及化學性，並提供作物生長之部分

養分。

在早期化學肥料尚未

普及以前眴環境中所

能 取 得 的 有 機 資

材眴就是老祖先

們肥田的唯一物

料眴諸如作物

殘體、動物糞

尿等都是廣為

使用的資材。

隨著科技馦步、

化學肥料駽明、

人口增加眴造成糧

食 生 產 量 的 大 幅 增

加眴產生大量的農業廢棄

物。這些有機廢棄物若能回歸土壤再

利用眴除了減少垃圾以外眴也可將其

中的養分循環利用眴減少資源的浪

費。

然而眴有機資材種類繁多眴成分

各異且養分釋出特性不同眴即使商品

名稱相同之有機質肥料眴肥效也會隨

原料成分而異。因此在施用前有必要

對其特性馦一步了解眴並充分配合作

物的生理需求及土壤環境特性眴方可

確實掌握其施用技術眴達到提高品

田間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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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質肥料種類及無機氮素釋出

特性

目前台灣每年產生的農牧有機廢

棄物眴主要為禽畜糞尿及作物殘體眴

根據農業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種類及管

理方式眴這些廢棄物的再利用方式為

作為有機質肥料及栽培介質之原料。

另依據農委會 92 年度台灣地區歷年

自給肥料統計眴自給量最多者為綠

肥眴其次依序為禽畜糞、堆肥、稻

草。因此眴目前農民常用有機質肥料

主要有：作物殘體、綠肥、自製堆肥

及市售有機質肥料。其中市售有機質

肥料則以禽畜糞、油粕類 (如大豆

粕、芝麻粕) 及作物殘體為主要製造

原料。

油粕類肥料為油料作物榨油之後

的渣粕眴富含蛋白質故全氮含量高

(約 5 - 7％)眴但幾乎全為有機氮眴施

用之後必須經過一段微生物分解的遲

主要內容：含緒論、農藥分類、生物農藥、農藥混合、毒

性、毒理、安全合理使用、使用範圍顳方法均

有詳細介紹。包括殺菌劑、殺蟲劑、殺 劑、

殺線蟲劑、殺鼠劑、除草劑、植物生長調節

劑、引誘劑、忌避劑、拒食劑、微生物殺蟲

劑、昆蟲生長調節劑、殺軟體動物劑、殺藻

劑、雜類及農藥補助劑等眴共50餘大類眴530

多種農藥。

最完整 全新的唯一農藥書籍

定價：2200元

作者：廖龍盛

台北市溫州街14號
郵撥00059300財團法人豐年社 郵購另加掛號郵資60元
電話：02-23628148分機30或31  傳真：02-83695591

左邊起第 2 至 5 排為未腐熟肥料簫第 6 至 9 排為腐熟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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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且恆定的水分管理

常用者有田菁、盹子、埃及三葉草

等眴全氮含量約為乾重之 2％ 上下眴

非豆科綠肥最常見者為油菜眴全氮含

量約為乾重之 4 - 5％眴碳氮比因作物

種類及植株成熟度而異。綠肥作物一

般都是等生長到生質量夠多便犁入農

田眴所以較一般作物殘體鮮嫩多汁眴

有較低的碳氮比眴易於分解眴氮素釋

出快眴肥效快而殘效低。

作物殘體類有機肥主要包括稻

草、稻殼、花生殼、蔗渣、樹皮、木

屑等眴全氮含量在 1％ 以下眴碳氮比

高 (多在數十至數百之間 )眴纖維質

多眴不易分解眴氮素釋出少眴肥分

低。施用初期微生物繁殖眴甚至需由

土壤環境中獲取無機氮素眴常造成和

作物搶氮的現象。

滯期之後才會有無機氮素釋出眴氣溫

越高、水分越充足、肥料越細及顳土

壤混合越均勻氮釋出越快。由於全氮

含量高且碳氮比低 (約為 7 左右)眴易

分解眴所以可釋出大量無機氮眴肥分

高。然而後作殘餘肥效較低眴也需留

意氮素大量釋出時 (若施用於果園或

茶園約 3 至 5 個月後) 肥分可能過高

的問題。

禽畜糞及堆肥類肥料全氮略低於

油粕類肥料 (約 1 - 4％)眴碳氮比隨成

分來源及腐熟程度而異 (約 7 - 20％)眴

一般含有一定量的原始無機態氮眴故

施用後即可有氮素供應作物吸收眴加

上會有一段為期不短的氮穩定釋出

期眴因此其氮肥的供應應屬於穩定且

持續型眴肥效可持續幾個月以上。

綠肥大多以豆科作物為主眴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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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的選擇

隨著施用目的不同應選擇不同的

有機質肥料，一般可以碳氮比作為選

擇參考。若為提供氮素者，需選碳氮

比在 30 以下的肥料，碳氮比越低者

氮素供應越多。若為了改善土壤通氣

或排水性者 (如蟗重土)，則應選擇碳

氮比較高的肥料。

使用自製或非市售有機質肥料，

可以根據一般使用經驗或前述幾類有

機質肥料的特性加以選擇。如果使用

市售有機質肥料，由於全碳含量約占

有機質的 40 - 50％，農民可以肥料

袋上的全氮及有機質含量自行計算，

計算方法為將有機質含量除以 2 得到

全碳含量，再除以全氮含量，即可得

到臐估的碳氮比。例如：以有機質含

量 60％、全氮量 1 .5％ 的資材而

言，其碳氮比約為 60 ÷ 2 ÷ 1.5，

大約為 20 左右。

施用量

有機質肥料的施用量一般可以用

過去使用經驗及參考土壤導電度值來

決定。一般豬糞堆肥肥效的估算，是

以所含總氮素的 1/2 為可釋出氮量，

牛糞堆肥氮素釋出較少，故可以總氮

的 1/3 來估算。也就是說假設化學氮

素用量為每公頃 100 公斤，如果施用

豬糞堆肥，就必須施用 200 公斤的全

氮，施用牛糞堆肥則需施 300 公斤的

全氮。泥炭等資材由於含氮量低，一

般多用來改善土壤物理性，可不必考

慮其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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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易造成養分流失，太晚施用

(如 2、3 月) 則可能造成果實已達大

果時，氮素還在大量釋出，嚴重影響

果實品質。

施用方法

有機肥料需經土壤微生物分解後

才能釋出所含無機養分，所以必須與

土壤充分混合才容易放出肥分，施用

方法在平地建議以表面撒施後，翻犁

入土充分混合為宜。若在坡度大沖刷

嚴重地區，可以將肥料袋割開一條

縫，整包放在作物的上坡處，讓肥分

隨雨水或灌溉水緩慢流至作物根系，

蟒然效果較差，但也不失為特殊地形

下的權宜施用法。

施用注意事項

有機質肥料種類繁多，成分複雜，

除了上述施肥原則以外，施用時尚有許

多細節需加以留意：

一、無水即無肥。有機質肥料施於

土壤導電度值是土壤總鹽類

含量的表現，也可以視為土壤中

作物總營養元素含量的參考值，

因此，藉由土壤的導電度值也可

以幫助我們了解土壤的肥力狀

況。測定方式為取田間濕潤的土

壤，加入 5 倍重量的去離子水或

蒸餾水 (市售的瓶裝蒸餾水或純水

也可以)，攪拌均勻以後以電導度

計測定即可，相當簡便快速。

一般而言，施用化學肥料的

土壤，蔬菜作物適合的土壤導電

度值為 0.4 - 0.5 dS/m，果樹則為

0.25 - 0.3 dS/m，茶樹約在 0.2 dS/m。

而以施用有機質肥料為主的土壤，因

土壤有機質含量較高，可陸續分解釋

出營養元素，所以適合的土壤導電度

值應約臄低 20 - 30％。若所測得土壤

導電度值等於或大於上述標準，則可

不必施肥，若未達標準值應依不足的

比例增減施肥量，以達合理施肥的目

的。

施用時期

有機質肥料養分釋出隨環境及氣

候因子而異，作物不同生長期對養分

之需求量不同，因此有機質肥料之施

用必須考慮肥分釋出時間及作物養分

需求，方可達事半功倍之效。例如中

部地區果農常於果樹收成後施大豆粕

作為禮肥，其最佳施用時機應為雨季

過後 (約 11 月)，此時雨水少加上冬

天氣溫低分解慢，至翌年春天果樹抽

梢時剛好有足量養分可供作物吸收。

若太早施用 (如 8、9 月)，雨季尚未

田間測定土壤導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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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需經過分解才能釋出作物所需

養分，且分解過程膝有充足的水分，

故施用後膝注意田間適度水分的維

持，以黿保養分釋出。

二、未經腐熟的有機質肥料施用

之後會在土壤中繼續分解，分解的過

程會耗掉土壤中的氧氣並產生有害的

中間產物 (如有機酸)，對作物根系造

成傷害。因此，有必膝提前施用，使

經過部分分解後再種作物，以免造成

對作物的傷害或是初期養分不足的現

象。例如綠肥等新鮮資材，至少須於

作物種植兩周前即施用。排水不良的

土壤通氣性差，更應避免一次施用多

量生鮮有機質肥料。

三、作物不同生長時期對養分之

需求量不同，有機質肥料養分釋出特

性各異，很難完全符合作物全生長期

的需求，若能在適當時期搭配化學肥

料使用，將更符合經濟效益。

四、有機質肥料相較於化學肥

料，肥效可維持較長的時間。因此，

施用時不能只考慮單作的需膝量，應

配合土壤肥力診斷，把前作的殘留量

也一併計算。

五、有機質肥料的施用量一般常

以氮素含量來推估，但許多資材中含

有相當量的磷，作物對磷的需求量較

少，故常造成磷的累積。此外，部分

有機質肥料含有重金屬，長期施用會

造成重金屬的累積甚至毒害。因此在

肥料的選用上最好能以不同原料者互

相搭配，勿長期使用同一種有機質肥

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