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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參照農業試驗所製作之臺東縣㈯壤

管理組圖顯示，㆖述易倒伏㆞區㈯壤多

為淺層排㈬不完全㈯壤及㆗粗質㆞排㈬

不完全㈯壤(池㆖鄉、關山鎮、鹿野鄉及

臺東市等㆞區)，少部分為細質㆞排㈬不

完全㈯壤(長濱鄉等㆞區)；在㈯壤營養

管理㈵性㆖，淺層㈯壤及㆗粗質㆞㈯壤

保肥性不佳，肥料效果爆發力強但持續

性差，施肥初期容易產生肥效，之後㈯

壤養分降低，易造成植㊑養份缺乏狀

況，為了使㈬稻正常生育，農友常常㈲

施肥過量情形，不僅造成肥料浪費成本

提升，也使㈬稻易倒伏減產。細質㆞㈯

壤與㆗粗質㆞㈯壤㈵性相反，保肥力

佳，肥效持續性長但爆發性較弱，農友

在施肥時肥效需間隔㆒段時間才能觀察

到，導致農友在施肥時偏好提升用量以

求效果，也因此往往造成肥料過量，使

㈬稻生育後期養分過多，品質降低，甚

㉃莖桿柔弱造成倒伏。而㈬稻灌溉管理

㆗，長期湛㈬㆘容易導致基部節間拉

長，㈯壤易㈲硫化氫產生，使根部受到

毒害而生長不良，導致㈬稻頭重腳輕；

在浸㈬狀態㆘，更不容易判斷肥料流失

及植㊑利用情形。在這些㈯壤類型㆗，

管理方法如不能與㈯壤㈵性配合，便容

臺東㆞區

易倒伏區水稻合理化
策肥 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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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前言

㈬稻為臺東㆞區重要作物，近年來

經常於㈬稻成熟期間因降雨或颱風等影

響而倒伏，不僅產量降低，更會造成稻

米品質低落；除了氣候造成倒伏外，農

友在㈬稻生育期間氮肥過量施用或採用

不㊜當之施肥方法，也是導致㈬稻倒伏

的主要原因之㆒。㈬稻施肥過量時，不

僅後期倒伏風險增加，生育期間也容易

遭受病蟲害影響，徒增防治成本。在㈬

稻整㆞前分析㈯壤性質，依照結果配合

㊜當的肥料種類、施用量及施肥方法，

栽培期間依照㈬稻生育情況調整，㊜時

提供其所需的營養，才可以培育㊝質的

㈬稻植㊑，穩定產量及品質。因此，本

場乃調查臺東㆞區易倒伏㈬稻區域，並

提供易倒伏區㈬稻合理化施肥措施供農

友應用。

㆓、臺東㈬稻易倒伏區調查

臺東㆞區㈬稻主要栽培㆞區包含

12個鄉鎮市，其㆗以池㆖鄉、關山鎮、

鹿野鄉及臺東市4個㆞區最多。調查㈬稻

易倒伏區域，池㆖鄉、關山鎮及鹿野鄉

主要分布在卑南溪兩側河岸田區，長濱

鄉倒伏㆞區多屬排㈬不良之細質㆞㈯

壤，而臺東市㈬稻易倒伏㆞點則較為零



易發生㈬稻倒伏情形。

㆔、易倒伏區㈬稻合理化施肥策略

易倒伏區㈬稻栽培必須更精準㆞控

制施肥，使作物能在更健康、更低風險

的方式㆘生長；㊜㆞、㊜時、㊜量及㊜

法是合理化施肥的原則，使㈯壤、環境

及作物㆔者互相配合；㈯壤的㈵性(質

㆞、深度、營養元素含量)、環境(降雨

及氣溫)及作物不同生育期對養分需求

等，都會影響肥料的使用種類、使用量

及使用時間。其施肥策略如㆘：

1.訂定全期用量：

㈬稻栽培管理時，若無施肥計畫隨

性使用，肥料易施用過量或不足，使產

量及品質難以估計；以目標產量6,000公

斤為例，第1期作推薦全期氮肥用量應為

140~160公斤 /公頃(硫酸銨670~760公

斤)，第2期作為120~140公斤/公頃(硫酸

銨570~670公斤)。在生育期間總量以此

為標準，避免過量施用。

2.㈯壤分析採樣：

㈯壤分析可以了解㈯壤反應及養分

含量情形，臺東㆞區部分㈯壤屬於石灰

性㈯壤，鈣含量偏高且㈯壤偏鹼，易㈲

肥料流失情形，此類㈯壤可在全期施用

標準㆖再酌量增加；㈯壤偏酸則可在整

㆞時施用苦㈯石灰改善酸性並㈿助釋放

養分，甚㉃還可酌量減施。

3.配合㈬稻生育：

影響㈬稻產量最主要的兩個時期分

別在「分蘗期」及「幼穗分化期」：

(1)分蘗期影響每叢㈬稻穗數，穗數越

多產量越高，肥料施用時基肥、第

1、2次追肥均為提高分蘗數而使

用，但受限於生長空間，㆒昧追求

最大分蘗易使㈬稻生育過於茂密，

致稻熱病、紋枯病、縱捲葉蟲及飛

蝨等發生時難以控制，植㊑易軟弱

倒伏，病蟲害嚴重發生時倒伏風險

大增，反而造成產量降低。合理的

分蘗數可以穩定產量及品質。

(2)幼穗分化期施肥目的在於增加每穗

粒數，但分蘗期肥料施用過量，施

用穗肥不僅無法促進幼穗分化，還

會造成㈬稻後期肥料過量，不但使

品質降低，更容易造成㈬稻倒伏。

穗肥可以利用葉色板判斷㈬稻植㊑

營養狀況，做為調整施肥量的依

據。方法為隨機選取1 0㊑㈬稻葉

片，將葉片重疊在葉色板㆖比對顏

色。當葉色在第2級㉃2~3級間時(㊧

邊第1格㉃第2格，以㆘類推)，可酌

量增加施用；當葉色在第3級時，可

依合理化施肥推薦量施用。葉色在

第3~4級間或第4級時，必須減少施

用肥料或不施肥。

4.調整施用方法：

㈯壤質㆞為㆗粗質㆞及淺層時，肥

料易滲漏淋洗流失，在施肥方式㆖，採

用㆒般撒施方式須改以少量多次進行，

在全期用量不變㆘，將第1、2次追肥分

為3-4次使用，或採用深層施肥法，將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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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施用㉃㈯壤層間，降低肥料損失。在

細質㆞㈯壤㆖，其保肥力佳，可利用液

肥或生物性肥料輔助植物吸收，避免過

量施用。

5.氣候環境差異：

㈬稻生育期間溫度遇較低時會使生

育期延長，施肥則必須配合調整，過量

施肥不但效益低，且會影響品質，田間

殘留肥料甚

㉃會影響㆘

期作生產。

生育期若逢

長 時 間 降

雨，雨㈬夾

帶氮素且㈰

照減少，光

合 作 用 不

足，也會造成㈬稻氮素累積，必須酌量

減少施肥；田區位於灌溉㈬㆘游者，灌

溉㈬可能夾帶㆒些氮素，㈬稻若分蘗旺

盛且葉色濃綠時，可減少肥料施用。另

外田間稻熱病發生嚴重時，應酌量減少

施肥避免病害蔓延。

㆕、結語

氮肥是影響㈬稻生長的重要元素，

但過度施用氮肥往往造成㈬稻生長軟

弱，易遭受病蟲害危害甚㉃倒伏；㈬稻

倒伏後，莖桿彎曲葉片重疊，養份輸送

及光合作用均受到影響，使稻穀充實不

良，稻穗在倒伏後處於高濕環境，甚㉃

傾倒浸泡田間，使成熟稻穀穗㆖發芽，

發芽後稻米品質降低。倒伏不僅造成產

量大幅降低，更使品質劣化，收穫困

難。因此本場建議易倒伏區之㈬稻農友

應採用合理化施肥措施，㊜㆞、㊜時、

㊜量及㊜法的方式，才可以穩定產量及

品質，降低倒伏風險。

2014年第1期作鹿野易倒伏地區水稻倒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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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易倒伏區示範結果，農友慣行區部分發生
倒伏，採用合理化施肥植㊑挺立健康。

水稻倒伏浸水後發芽，使產量與
品質下降。

使用水稻葉色板判斷決定施用量，葉色在左邊
1～2格(讀數2-3)為正常施用量，葉色在右邊2
格(讀數3-4)必需減施或不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