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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製劑用得巧 包心白菜黃葉少
文圖/郭建志、陳俊位

包心白菜是屬於結球白菜(Brassica campestris) 的一種，產地主要在彰化縣及雲林縣，全年均可種植，盛產期在秋冬及春季。包

心白菜種植期間，若遇到高溫多濕的環境下，往往會受到多種病害的侵擾及危害，造成產量降低，品質下滑，其中由鐮孢菌(Fusarium 
oxysporum)所造成的黃葉病，發病初期植株半側的下位葉由綠色變為鮮黃色，老葉主脈附近葉脈間變黃，並有出現萎凋現象，隨後全葉

萎凋、黃化。嚴重時全株枯死，目前尚無有效的推薦藥

劑可以進行防治。

本場近年來致力於功能性微生物製劑的開發與應

用，目前已開發木黴菌TCTr668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

Tcba05之2種微生物製劑，於彰化縣溪州鄉進行包心白

菜試驗。種苗定植後3-5天，以此2種微生物製劑之100倍
稀釋液混和後進行根部澆灌1次，7天後進行葉部噴施作

業，每周1次，連續3-4次後，可降低包心白菜黃葉病的

發生，且可提升產量與品質。本場開發之微生物製劑可

提供農友防治包心白菜黃葉病的新契機。

節水作物高粱、玉米栽培
成果示範觀摩會

文圖/廖宜倫
為鼓勵黃金廊道加

強農業用水使用效率，本

場於6月30日於彰化縣竹

塘鄉舉開「節水作物高

粱、玉米栽培成果示範觀

摩會」，由本場白桂芳課

長、農糧署中區分署莊老

達分署長及竹塘鄉農會詹

光信總幹事共同主持，共

計140位來賓與農友參加。

透過現場高粱及玉米栽培

示範，使農民了解栽植高

粱及硬質玉米可降低農業

用水量，並達省工、省

水、省肥及省藥等效果。

土壤鉀肥診斷與管理
文圖/陳鴻堂、郭雅紋

鉀(K)元素含量約占地殼質量2.4%，相當豐富，但只有

1-2%極少部份能被作物吸收利用，有效性鉀約有一半來自可交

換態，其他一半來自較不溶解性礦物分解而釋放之鉀。土壤鉀

的診斷可直接採取耕地土壤樣品檢測，依有效性鉀含量來判定

作物所需之鉀肥施用量，需鉀較低之水稻第一期作土壤有效性

鉀含量低於15 mg Kg-1時推薦施氧化鉀65公斤，土壤有效性鉀

含量高於50 mg Kg-1時推薦施氧化鉀0-30公斤；需鉀較多之甘

藷土壤有效性鉀含量低於25 mg Kg-1時推薦施氧化鉀240公斤，

土壤有效性鉀含量高於96 mg Kg-1時推薦施氧化鉀0-60公斤，

顯示不同作物間對鉀需求差異很大。其他鉀需求高於氮之作物

尚有菸草、馬鈴薯、食用美人蕉、豆薯、山藥、荔枝、可口椰

子、香蕉、印度棗、百香果等。土壤有效性鉀若無法滿足作物

生長需求、或鉀肥用量不足、或土壤浸水而通氣不良及土壤乾

旱，將導致根系對鉀

吸收不良，均可引起

作物缺鉀，必須改善

栽培環境，或增施鉀

肥，常用之化學鉀肥

為氯化鉀、硫酸鉀與

葉面施肥常用之磷酸

二氫鉀 (磷酸一鉀 )，
有機農業上常用草木

灰、棕櫚灰與碳化稻

殼等資材補充鉀素。

▲未施用微生物製劑處理之包心白菜，出現黃葉及
萎凋情形

▲施用木黴菌TCTr668及液化澱粉芽孢桿菌Tcba05
微生物製劑，可提高包心白菜的品質及減少黃
葉病的發生

▲白桂芳課長對農友說明黃金廊道省水作物栽培之重要性

▲農友開心見證硬質玉米穗大飽滿

▲示範田區紅高粱及白高粱已達成熟

▲廖宜倫副研究員(左1)分享高粱栽培技術，
詹光信總幹事(中)仔細觀察高粱生長情形

肥料名稱
氧化鉀含量

(%)
化學反應 生理反應 適用作物 性質說明

氯化鉀 60 酸 強酸 一般作物
具吸濕性，施於土壤易淋
溶，宜少量多次施用

硫酸鉀 50 中 酸 忌氯作物
不具吸濕性，在土壤中硫酸
根和鈣形成硫酸鈣，降低土
壤中鈣流失

棕櫚灰 28 鹼 鹼
有機

農作物

植物體低溫燃燒呈黑色， 
90%為碳酸鉀，不宜與銨態
氮肥及水溶性磷肥混合施用

磷酸二氫鉀
(磷酸一鉀)

34 酸 微酸 一般作物
吸濕性小，多配成0.1-0.2%
溶液行葉面施肥

常用鉀肥之性質

▲化學鉀肥氯化鉀(左)、硫酸鉀(右)與有機農
業常用之鉀肥棕櫚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