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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以施用有機肥處理，大球產量及蔥球平均鮮重表現最佳，且該區各處理收

益表現均明顯優於對照組 1 倍以上。另在田間環境監測儀器顯示，1~4 月共

出現 7 次發病高峰期，依據 1~3 月發病高峰期進行試驗田區及鄰田非試驗區

域病害調查顯示，可發現預警高峰發病期無論是試驗區內外之洋蔥作物，均

出現洋蔥罹病現象，且非試區之罹病率均達 60%以上。另比較洋蔥收穫販售

價金，恆春地區洋蔥病害預警系統區域，洋蔥收穫價金平均 520,000 元/ha，

鄰田非預警區域為 300,000 元/ha，收益比較已比非預警區提升 73.3%。 

高屏地區特色作物肥培技術之建立(砂質土壤棗及

番石榴肥培技術) 
蘇博信 

施肥技術受土壤性質、氣候條件及水分管理等因子影響，因此需要建立

一套適合高屏地區果樹作物之肥培模式，使果樹養分均衡發展，達到地區性

特色作物精準施肥之目標。111年度已完成砂質土壤三木棗園基肥試驗研究，

本年度在種植砂質土壤的三木棗園施用不同 3 種鉀肥施用量做為追肥執行試

驗研究，定期進行土壤養分及葉片營養分析，記錄葉片及植株生長情況，結

果為露地栽培棗園區葉片型態以處理三(單株追肥施用寶粒磷 0.5kg、氯化鉀

2.5kg，棕櫚灰 1.5kg，硫酸鎂 1kg 及鎂鈣肥 2kg)葉片厚度及顏色表現較佳，

而處理一及二葉片表現厚度較薄，且有缺鎂之情形；而草生栽培之砂質土壤

棗園區葉片型態調查得知處理二(單株追肥施用寶粒磷 0.5kg，氯化鉀 1.5kg，

棕櫚灰 1kg，硫酸鎂 1kg，鎂鈣肥 2kg)及處理三(單株追肥施用寶粒磷 0.5kg，

氯化鉀 2.5kg，棕櫚灰 1.5kg，硫酸鎂 1kg，鎂鈣肥 2kg)葉片厚度表現較佳，

草生栽培區處理間皆無缺鎂之情形。另外，栽培於砂質土壤之夏季番石榴園

進行鈣肥試驗研究，小果期施用不同重量鈣肥包括苦土石灰 1kg/株、2kg/株

及 3kg/株等三種處理，定期採取土壤及葉片測定，觀察植株及果實表現。結

果得知兩個試驗區[低(非)石灰質中粗質地之阿蓮試區及中粗質地與粗質地

排水良好沖積土之燕巢試區]之土壤分析資料，隨苦土石灰施用量增加，土壤

有效性鈣也隨之增加，處理間果實表現則無明顯差別，顯示夏季番石榴田區

於小果期施用 1kg 苦土石灰作為鈣肥來源即可。上述試驗結果將有助於棗及

番石榴園區肥培管理之參考。 

應用生物炭為載體於微生物肥料產品開發(2/2) 
張廖伯勳、張耀聰、陳泰元 

本試驗目的是建立以生物炭為培養載體的微生物肥料技術，將農業剩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