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　茄

番茄生育之適當環境及栽培管理

番茄為高經濟價值的蔬果兩用園藝作物，

花蓮地區栽培多屬鮮食大果。番茄育苗之種子發

芽適宜溫度為28～30℃，開花期的適宜溫度則

是15～30℃，果實著色的溫度為18～26℃。番

茄對土壤的適應性很強，從砂質土到重黏土、砂

礫土都可栽種。最適宜的土壤是土層深厚、富含

有機質及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以pH值5.6～6.7

之間為適宜。最理想的定植期，為幼苗具有4～5

片葉，定植當天應立即澆水及灌水，使植株容易

成活。番茄生育期中最需要水分的時期是始花期

到盛果期。結果後，應適量控制給水，以防止水

分失調，導致鈣吸收缺乏而引發的果實頂腐病。

非停心型栽培管理均採用單幹整枝或雙幹整枝，

單幹整枝時只留主幹，其自葉腋長出的側芽在長

約10公分時立即摘除，以防浪費養分。雙幹整枝

適用於大果及小果品種，方法為在主幹第一花序

直下的腋芽留下做為二枝幹，使雙幹的生長勢均

等，易掌握產期。

番茄推薦施肥量及施用時期

番茄開花期及結果期均需要充分的養分補

給，定植前特別著重基肥施用，包括多施有機堆

肥及基肥。始花期、始果期，及盛果期都必須追

施磷肥及鉀肥，以提高產量及品質。惟過量施用

時，特別是氮肥施用過量、未腐熟完全的雞糞或

豬糞，容易引起枝葉茂盛、植株徒長、莖過分細

長、花芽分化少及花器異常。肥料三要素推薦量

（公斤/公頃）在每公頃施用20公噸堆肥情形下：

氮素150～250公斤、磷酐100～150公斤、氧化鉀

100～150公斤，推薦施用及施用時期列於表一。

表一、食用番茄施肥時期及分配率(%) 

肥

料

別

基肥

第1次追肥

定植後

20～25天

第2次追肥

定植後

40～50天

第3次追肥

定植後

60～75天

氮肥 30 24 23 23

磷肥 100 － － －

鉀肥 30 24 23 23

註：施肥前一天灌水，以利施肥後肥料容易溶解。

施肥過量造成之生理障礙防治

一、營養生長的生理障礙及防治

花序回春及異常莖：

夏季高溫、乾燥，施用過量氮肥或未發酵

的雞糞或豬糞，能導致硼素的吸收不足。光合作

用的養份不易輸送到植物體的各部位，而過量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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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在葉片、花序、頂芽，導致花序回春的異常現

象發生。施基肥時未添加硼砂，在高溫多濕環境

下，幼苗定植後，養份及水份吸收急速，生育特

別旺盛，加上施用過量氮肥，使植物對養份吸收

產生不平衡狀態，而引起鈣素，硼素之吸收受到

抑制，生長點的激素（Auxin）不能酸化，因而加

速細胞分裂，產生異常莖。花序春回之防治對策

可於育苗期用0.5％硼酸噴佈在葉面上，不可施

用過多的氮肥及鉀肥。異常莖之防治對策避免施

用太多的氮肥，本田基肥每公頃施用0.5～1公斤

硼砂。

二、生殖生長的生理障礙及防治：

1.長花柱及落花：

夏季高溫乾燥，雌蕊發育雖正常，但花柱生

長過長，使花柱與柱頭突出花藥筒2～3公釐，通

常雄蕊的花藥內皮層異常形成，使開花時花藥無

法正常裂開散落花粉，或花粉本身發育退化成異

常花粉。因此阻礙授粉、受精作用，導致落花，

花藥筒亦有時退化呈散裂狀。防治對策在於避免

施用過量的氮肥及未腐熟的禽畜糞。

2.果頂腐爛病：

於高溫或低溫環境下，土壤過份乾燥，根系

發育不良，使得鈣素的吸收減少，而原來被吸收

的鈣素在植物體內原處停留，養份不能輸送，造

成細胞組織壞死。防治對策可於栽種田行深耕，

多施有機質肥料，少施氮肥及鉀肥。整地時應用

石灰資材，每0.1公頃用量100～150公斤。

3.雜斑果：

土壤中鹽類濃度過高，使植物吸收之各種元

素亦過多，造成植物體內鹽類濃度高，致使果實

的葉綠素形成過多及分解遲緩，導致茄紅素的形

成延遲。防治對策在於選擇排水良好的田地，氮

肥不可過多，多施鉀肥。

4.亂形果：

包括：(1)豆果：花器發育正常，於高溫下開

花後，子房的呼吸作用增強，使光合產物減少，

引起組織內之細胞分裂及發育受阻，同化物質積

存量減少，並且只積存在莖葉上，使子房的發育

受到抑制。(2)指頭果、雙子果或多子果：冬季低

溫5～10℃環境下，雌蕊的子房發育分化時常會

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子房連接在一起，經受精後

發育成連體果。防治對策在於多施用有機質肥料

及石灰資材，不可施用過量的氮肥及鉀肥。低溫

期灌水不可太多。

青　蔥
宜蘭縣青蔥主要栽培在三星鄉、壯圍鄉、

宜蘭市及員山鄉等鄉鎮，由於農友習慣作高畦栽

培，為了減輕作畦成本的支出，經常採行連作方

式，再加上化學肥料、農藥、殺草劑等的過量使

用，使土壤結構逐漸起了變化，通氣性、保水力

變劣，嚴重限制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生長，也影

響其吸收養分的能力，作物無法正常生長，病蟲

害抵抗力變弱。

此外，宜蘭地區雨量豐沛，大量雨水滲入

土中隨即向下滲漏，連帶把土壤中之肥分淋洗

缺鈣引起的果頂腐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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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根系的下方，不但造成土壤逐漸酸化，也使青

蔥栽培面臨難題。根據本場試驗結果，夏季栽培

青蔥減施三要素量且增施有機質肥料，可明顯降

低葉尖枯萎比率，提高品質；另外，過量施用肥

料不僅浪費寶貴的資源，而且會導致植株莖葉柔

弱、葉片濃綠、易倒伏和感染病蟲害等，更會降

低土壤微量元素的有效性，使必需營養元素失去

平衡，因此為我們的土地量身減肥是目前最重要

的課題。為使青蔥產業能永續發展，避免農友為

了獲得更高的產量而投入過量的化學肥料和有機

肥，茲介紹維持青蔥健康生長之栽培管理技術供

農友參考。

適宜之土壤

青蔥最適宜的土質為土層深厚、排水良好、

pH值在5.7～7.4間，且富含有機質的壤土，在此

類土壤生產的青蔥，蔥白部分肉質緻密而柔軟，

品質佳；砂土或礫土所生產之青蔥，肉質硬而品

質劣。

灌溉與排水

青蔥之根系直接由莖基部長出，為淺根性鬚

根，新生根分布在老根上層，根系雖密但分支稀

疏且缺乏根毛，故宜適當灌溉，以促進肥料之營

養成分吸收，但青蔥不耐浸水，所以田間排水必

須良好，否則蔥白及根部易腐爛。

施肥三要素推薦量（公斤/公頃）

每公頃施用堆肥20公噸情況下，氮素：

240～275、磷酐：95～105、氧化鉀：90～

120。有機質肥料成分較高時，應降低施用量；

追肥可依氣候及植株生育情形酌量調整施用間隔

及施用量。粗質地土壤可採少量多次施用，以稻

草敷蓋者可酌增氮肥及酌減鉀肥。

土壤肥力改進措施

一、合理化施肥

宜蘭縣青蔥栽培合理化施肥政策，配合與水

田輪作，於一期作種植水稻收割後，二期作水稻

休耕並且普遍種植綠肥田菁，田菁翻耕掩埋後可

分解產生大量氮素，下期作平均可減施氮肥用量

達60公斤/公頃，種植青蔥前再施用堆肥等有機

資材與基肥後整地作畦，如此不但可以增加土壤

有機質含量，恢復土地的生命力，增進土壤的活

性，也可以減少化學肥料施用量，並促進作物生

長健康。

二、改善連作障礙

為避免連作障礙，除多施用有機資材、改良

pH值、實施淹水及曝氣、殺菌等處理外，與水稻

輪作亦可。

三、酸性土壤矯正

1. 應依據土壤肥力診斷結果，決定是否需要

矯正。

2. 石灰之施用，強酸性土壤（pH值5.5以下）為

避免缺鎂及利於各種養分均勻吸收，宜使用石

灰等鹼性資材以調整土壤pH值。石灰宜於採

收後與堆肥同時混入15～30公分土壤中。石

灰用量砂質土壤施用1公噸/公頃/年，壤土或

坋質壤土施用1.5公噸/公頃/年，黏質壤土2公

噸/公頃/年。施用石灰資材後，須與土壤充分

混合，並每年持續追蹤土壤酸鹼性之變化，以

確定矯正之效果，及是否仍須持續施用石灰。

石灰的種類及施用方法，酸性土壤施用石灰石

粉或爐渣，如缺鎂時可改用白雲石粉（苦土石

灰），以同時補充鎂。一般而言石灰粉顆粒愈

細，中和效果愈好。而石灰爐渣、矽酸瀘渣及

蚵殼粉為中和性效果較低之非純石灰類，可酌

量增施，以增加其中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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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氮肥須與石灰間隔半個月至一個月施用，

不可與石灰同施，以免氮肥轉化成氨氣揮發。

結語 

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氣候高溫多濕，加上

高度密集利用土壤，土壤有機質之分解、消耗極

快，約有高達65％的農地缺乏有機質，農友因而

增施化學肥料，不但造成無謂的施肥浪費，也無

法提高生產力，反而增加成本的支出。在此建議

農友種植番茄及青蔥前約2個月，先送土樣到本

場進行土壤肥力檢測，並依據化驗結果推薦的最

適施肥量，擬定合理化施肥策略，將可降低生產

成本，且確保番茄及青蔥生育、品質俱佳，保障

農友收益。

夏季栽培青蔥減施三要素肥料量生育情形良好且可降低葉尖枯萎比率	 	 	 	 	
註：左圖低施肥量─氮素：磷酐：氧化鉀=150：100：75公斤/公頃	 	 	 	 	
		 右圖高施肥量─氮素：磷酐：氧化鉀=300：100：300公斤/公頃

▲

合理化施肥青蔥生育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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