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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管理 X 施肥技術

 整地栽培，利用耕耘機翻耕土壤、覆蓋種子及將肥料埋入土層

雜糧作物之土壤管理與施肥技術

臺灣多數雜糧種植係由稻田轉作或與
水稻輪作而來，故雜糧作物的土壤管理要
先談談水田土壤特性。水稻田由於長時間
浸水，在土層 10-20 公分處常形成不透水
層，土壤內部排水速率低，若遇連續陰雨，
常導致雜糧種子發芽不良、重播，如欲改
種深根作物，建議打破不透水層。水稻不
怕水，在大雨情境下，水可以慢慢排除，
甚至不排水，而雜糧作物不能浸水，短時
間 (1、2 天 ) 必須將表面水排除，不然將
造成植株損傷。又水田轉作雜糧，土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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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物勢必降低，恐對地力消耗較大，應加
強維持土壤有機質，留意收穫後作物殘體
處理議題。

一、�強化土壤排水功能�移除多餘水

分

雜糧種植可分成整地栽培與不整地
栽培法。耕作土壤經一個期作利用後，土
壤逐漸密實，易使下期作作物生長受到阻
礙，因此建議於播種前先檢視土壤狀況，
進行適當的整地工作，其中粘重土壤宜掌



18

握深耕時間，深耕若遇土壤含水量高，不
僅沒有效果，有時反而促使底層土壤更壓
實。整地栽培法為於整地前，將基肥與種
子均勻撒布於土表，利用耕耘機翻耕土
壤、覆蓋種子及將肥料埋入土層，同時建
議於田區四周與中間設立排水溝；或採作
畦播種或進行整地同時作畦播種。利用深
耕、築畦及開溝可降低雨害，維持雜糧作
物適合的生長環境。另注意鄰田若為水稻
區，需格外注意鄰田水分滲漏問題，可於
種植前，再次檢視田埂分界與蓄水能力。
不整地栽培法適合於排水良好土壤者。

二、�因地制宜�視雜糧播種時節調整

肥料施用量

土壤肥力分析目的在於診斷土壤肥
力情形，以便根據結果推薦土壤管理措施
與調整施肥；土壤分析值對植物生長表現
受田間許多因子干擾，需同時瞭解，正確
應用。在適當高溫下，土壤營養要素有效
性提高，加上根的生長速度快，吸收能力
增加，因此作物吸收養分的效率上升，肥
料需要量較少；低溫狀態下，恰為相反，
以磷受影響最為明顯。磷的吸收在生長初
期最為重要，初期若遇低溫，施用磷肥對

 於田區開溝，可加速多餘地面水排除 ( 圖 / 林訓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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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產量提升效果明顯；土壤有效磷含量的
真正有效程度依溫度降低而降低，雜糧播
種時間差異宜注意，通常春作磷需要量較
秋作高。另外高溫下，土壤有機質分解速
度快，可以供給較多量氮素，故春夏作需
氮量低於秋作。水分足夠時，養分溶解、
移動速度快，容易被植物利用，但由於天
然降水分配不均，雜糧栽植期可能面臨澇
災，土壤排水不良將影響要素吸收率，以
鉀所受影響最大，應增施鉀肥。又土壤因
為在水分多時耕犁，或因為使用重機械破
壞構造變為緊密時，鉀的吸收利用亦減
少，需較高的鉀肥量。

旱田作物對土壤酸性較水稻敏感，
研究指出，轉作後之土壤酸鹼值呈下降趨
勢，並隨氮肥用量增加而降低。但若是水
稻雜糧輪作系統，土壤乾濕交替，土壤還
原、氧化周年變化，勢必改變土壤物理、
化學及生物相，進而改變土壤養分有效

性，惟對土壤酸鹼值變化不顯著。土壤酸
鹼值在 5.5 以下時建議施用石灰資材改良
土壤酸性，每公頃 1-2 公噸用量，如質地
偏砂，應酌減用量，偏黏質土壤應增量。
石灰資材可概分成具鈣成分、鈣鎂成分或
鈣矽者，若為禾本科雜糧可選用含矽成分；
若土壤鈣鎂含量低，可選擇鈣鎂肥；若土
壤缺少鈣，可選擇碳酸鈣或貝殼粉肥料。
酸性土壤改良不求一次到位，避免過量導
致微量要素缺乏及土壤磷有效性降低，建
議初始用量不要太多，視土壤酸鹼值提升
情形調整用量，酸鹼值達 5.5 以上即停止
施用。

雜糧栽培易受雨害，土壤排水功能特
顯重要，播種前檢視土壤狀況，採取整地、
作畦、開溝等手法快速移除多餘地面水非
常關鍵。雜糧對肥料三要素需求建議配合
土壤肥力分析資料，依據播種季節、氣候
及田間水分狀況調整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