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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動態

本場農業推廣課楊嘉凌課長

榮獲國際同

濟會台灣總會第

47 屆全國十大傑

出農業專家

優秀事蹟

楊課長為水

稻育種專家，長期投入水稻品種改良，參

與育成台中 192 號、台中 194 號、台中秈

198 號、台中秈 199 號等，此外加工用硬

秈台中 197 號、粽子與油飯原料的台中秈

糯 2 號更是經典代表作，台中秈糯 2 號則

是長糯米推薦唯一品種。其他包括生產技

術研發、稻種繁殖技術、稻田雜草研究亦

相當專精與具成果，並帶領農業推廣課推

動各項推廣業務等，研發與推廣成績斐然。

高接梨缺硼鈣生理障礙及減輕措施
文圖 /徐錦木

冰涼梨果是夏日消暑極佳選擇，可是削皮看到果肉內一點一點的木栓化壞死組織，

或是內部果肉黃化鬆散的梨果，是什麼因素造成？還可不可以吃？對人體有沒影響？

是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梨果果肉木栓化壞死是缺鈣，而果肉黃化鬆散是缺硼的組織

崩解死亡所造成，兩者均屬於生理障礙，非病害或藥物殘留所造成，僅影響口感但沒

有食安疑慮。

植物吸收硼、鈣的主要途徑為土壤中硼、鈣離子經由根部吸收後，透過維管束中導管快速輸送到其

它部位利用。梨果缺硼、鈣的生理障礙成因很多，可區分為：一、品種特性，如黃金梨容易缺鈣使果肉

木栓化，寶島甘露梨易發生缺硼的生理障礙；二、土壤中硼、鈣含量不足；三、嫁接癒合組織維管束尚

未分化完全，硼、鈣因導管尚未形成，只靠擴散作用輸送；四、持續高溫，梨樹枝梢太過茂密蒸散量大，

隨樹液輸送的硼、鈣留在葉片，致使供應果實生長所需的量不足；五、長期乾旱，土壤中雖然有硼、鈣，

但溶解量不足供植株生長所需。

高接梨果缺硼、鈣生理障礙應視成因進行改善：一、栽培品種如生理障礙發生率太高，則選擇生理

障礙發生率低的品種栽培；二、土壤中硼、鈣含量不足時，可在 9 月土施硼砂 2-3 公斤 / 分地及鎂鈣肥

75-100 公斤 / 分地，由秋根吸收貯存在根部及樹幹，供翌年生長期所需；三、高接梨嫁接於花芽萌動後，

以水硼稀釋 1,500-3,000 倍，硝酸鈣稀釋 200-400 倍行葉面噴施方式補充；四、在持續高溫情形下，可適度遮陰 20% 或噴霧降溫；五、逢乾旱

水源缺乏時，改以滴灌方式並修剪部分枝葉，提高水分利用率及減少蒸散量。

梨果生育期遇高溫容易造成生理障礙，微調栽培管理方法，利用簡易設施於生育關鍵期穩定微氣候，注重硼及鈣的施用時機及使用量，

有助於減輕因缺硼、鈣所造成的生理障礙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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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果缺硼生理障礙

 切開後之症狀

 豐水梨果缺鈣外觀

文圖 /廖崇億

因應氣候變遷、溫室氣體減排及產業鏈碳盤查，各產業無不積極進行減碳作為，但

減量到難以精進時，就需要靠碳匯或碳捕捉來抵銷碳排。其中自然為本的各種碳匯措施成

為關注焦點，包括農業生產過程的土壤碳匯，土壤碳匯可視為土壤有機質的累積，而氣候

與田間管理的差異則會影響土壤有機質的累積與分解，在有機質的累積大於分解時才具有

碳匯效益。臺灣平原位處高溫多雨的氣候，有機質分解快速，因此土壤碳匯潛能不如中高

緯度或高海拔地區，部分地區甚至為負成長。相關研究指出，在田間適度增加有機質肥料

投入、減少耕犁或加強植生覆蓋等措施，可增加有機質累積或減緩分解，有助於提高土壤

碳匯。

土壤有機質累積是相當緩慢的過程，透過土壤調查資料與作物土壤環境模式演算結

果，過去30年，彰化地區水稻連作田之表土有機質平均每年增加約0.2公噸的碳匯 (MgC)，
等同於增加 0.8 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亦即，縱然每年每公頃有 5-10 公噸稻稈翻耕回田間

土壤，但僅有數百公斤能形成碳匯；同理，即使大量施用有機肥，對碳匯的效果仍相當有

限。此外，國際研究指出，以草生栽培管理的果園每年可增加約 1.1-3.6 MgCO2e/ha 的土

壤碳匯，與本場先前的葡萄園草生栽培研究結果 ( 增加 2 MgCO2e/ha) 相印證。另外，亦

有研究提出土壤封存生物炭的方法，雖在短期內可達到大量增匯的效果，但長期趨勢尚有

爭議。

目前臺灣的碳交易制度尚在研擬中，推測未來碳價可能在 200-2,000 元 /MgCO2e 之

間；故農地每年每公頃增加的土壤碳匯價值僅 40-4,000 元。然而，每件碳盤查的驗證費用

高達數十萬元，加上每件 5,000 元的土壤碳分析費用，且田間土壤碳量測的不確定性，故

除非有足夠規模的專案場域，否則目前土壤增匯效益可能無法負擔驗證與定期查驗費用。

因此，儘管現今農業土壤碳匯交易尚難有實質效益，然而許多研究顯示，土壤有機質增加

可改善土壤保肥力，減少肥料投入，提高作物產量與品質等，進而提高農民收益，綜合

評估此類效益，方能凸顯土壤增匯方式對農民的

誘因。本場目前正應用作物環境模式配合田間調

查，進行農地土壤碳匯及溫室氣體排放的模擬，

未來希望透過基本的生產管理紀錄、環境背景資

料與土壤肥力檢測結果，即可評估農業生產的碳

匯效益，進而降低查驗成本，促進農業土壤碳交

易的實際運作。

農地土壤碳匯管理方法與效益

 草生栽培有助土壤碳匯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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