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鋅肥管理
文圖/陳鴻堂、郭雅紋

鋅是作物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新鮮植物體鋅含量約為 3 mg

Kg-1，經烘乾後之植物體含量則約為 20-140 mg Kg-1。鋅在植物體的

主要功能是參與色氨酸和 IAA的合成、酶的活化劑、DNA和 RNA

的合成、碳水化合物的代謝等，但同時也是環保署列管之重金屬項

目。

農耕土壤用 0.1M鹽酸萃取之有效鋅含量若高於 1.6 mg Kg-1，

作物缺鋅的風險低，反之土壤含量高於 50 mg Kg-1之土壤，則有鋅

過量的風險。若非環境的因素，則應注意其來源並避免長期投入含

鋅較高之資材，如肥料品目 5-09禽畜糞堆肥、5-11雜項堆肥，以

▲本場團隊與參與人員於試驗田間合影

文圖/鄧執庸

為因應氣候變遷

的挑戰，並提供水稻

栽培模式一個新的選

擇，本場於 10月 22
日辦理「冬麥夏稻

(中間作 )試驗成果
觀摩會」，邀請各試

驗改良場所之研究人

員及中部地區稻米產

銷專區營運主體共同參與並進行意見交流。本次觀摩會由洪梅珠副場

長主持，由鄧執庸助理研究員進行計畫說明與成果報告。本計畫目標

為打破水稻兩期作之栽培模式，改為水稻單期作 (5-10月 )種植，以
提供小麥等雜糧作物更有彈性的栽培期選擇，以因應極端氣候下作物

栽培的挑戰，建構「韌性農業」生產體系。目前，試驗初步篩選出 5
個生育期較適當的種原品系，平均產量介於每公頃 3.5-9.5公噸，但
還有許多性狀條件需要改進。透過本次觀摩會讓研究人員及業者共同

參與分享彼此的觀點，使未來計畫目標與方向更明確，期提升育種工

作的進度與完整性！

文圖 /張惠真

農委會為建立食農教

育推動的專業支持體系，9
月底至 11月初，由各區農
業改良場辦理 7場次食農
教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

程初階班。

本場於 10月 2-3日辦
理臺中區 108年度食農教
育宣導人員基礎培訓課程

初階班，計有來自臺中、

彰化、南投等地區農會推

廣人員、農民、家政班員

及學校老師等有志從事食

農教育宣導工作者 65人參
加。

培訓課程由農委會郭愷珶技正針對食農教育政策說明，接著

利用農委會與各改良場共同參與編製之教學教材，包括飲食與健

康、農業與環境、農業生產與安全、飲食消費與生活型態、飲食生

活與文化等五大議題進行講解，最後透過世界咖啡館分組討論食農

教育，激盪多元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希望透過農業界與教育

界之跨域學習，提升食農教育觀及實務操作的交流。

夏稻冬麥輪作制度觀摩會 本場辦理 108 年食農教育宣導人員
基礎培訓課程初階班

▲楊嘉凌課長 (左1)及農委會郭愷珶技正 (右
1)共同主持開訓

▲透過世界咖啡館分組討論食農教育方式，
激發學員想法

▲學員結訓合照

▲鄧執庸助理研究員 (右 1)說明水稻中間作田間試驗
現況

降低鋅在農田土壤累積。

由於鋅不易在植

物體內移動，植株缺

乏徵狀會出現在幼嫩

新葉組織，但莖的頂

端組織不枯死；另伴

隨莖長度變短，新葉

變小、變窄、叢生、

葉色灰綠、葉脈間發

生斑黃化等。一般在

石灰質土壤或石灰及

磷肥施用過量之土

壤，植株常出現鋅缺

乏徵狀，建議可利用

葉面施肥 (硫酸鋅 )。

▲柑桔嚴重鋅缺乏之徵狀

▲石灰質土壤柑桔因缺鋅出現新葉叢生
徵狀

▲柑桔缺鋅之徵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